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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近年由於疫情的影響，內觀教育禪林的佛法課程調整為

網路教學，在這因緣下編出「阿毗達摩論名法十六講」作為

遠距教學的講義，並由智軍同學錄製成影片，登上網站供眾

分享。 

這十六講是依據南傳《阿毗達摩概要精解》的觀點，來

解釋《阿含經》中所說的名法（心與心所），此中特別分析

各種究竟名法的意義。觀照究竟名法的實相，是釋尊所教的

禪修的重要部分，值得我們深入學習。 

願正法久住！ 

                                        林崇安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2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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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1：心的性質和分類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7.22. 
 

【引言】 

◎依據《阿毗達摩概要精解》，心、心所、色和涅槃是四究
竟法（勝義法）。究竟法是最終存在而不可再分解的單位；

是可以親身體驗、如實地分析而知見的法。此等實際存在的

法是已分析至最小最終的單位，是組成種種錯綜複雜現象的

成份。 

※為何要研究心、心所等四究竟法？ 

◎論師們用四種鑑別法來闡釋究竟法： 
一、特相。 

二、作用：它所執行的任務或所獲得的成就。 

三、現起：它呈現於禪修者的體驗的方式。 
四、近因：它直接依靠的近緣。 

 

一、什麼是心？ 
心（citta）的性質： 

1 心的特相是認知目標。目標＝對象＝所緣 

2 心的作用是作為諸心所的前導者，因為它領導諸心所，也
時常由它們陪伴。心和心所，如國王和群臣，此處和心所對

應的心，可特別稱作心王。一般通說的心，必包含心王和心

所。 
3 心的現起是呈現於禪修者的體驗裡為一個相續不斷的認知

過程。 

4 心的近因是名色（精神與物質），因為心不能毫不依靠心所

與色法而單獨生起。 

 

二、什麼是心的實相？ 
◎諸論師以三方面詮釋心：造作者、工具、活動。 

作為造作者：心是識知目標者。 

作為工具：與心相應的心所通過心而得以識知目標。 



5 
 

作為活動：心純粹只是識知的過程，除了識知的活動外，並
沒有一個屬於造作者或工具的實際個體。 

○凡夫執取「我見」：認為有個識知目標的「恆常不變的我」。

事實上並沒有一個「自我」在實行識知的活動。心只是認知
的活動而無他，而且此認知的活動必定是生滅的無常法。 

※禪修的目的：照見身心的實相是無常、苦、無我，滅除我

執和無明，獲得解脫。 
 

三、心有哪些分類？ 

【1】依界，心分四類： 
欲界心、色界心、無色界心、出世間心。 

○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心、色界心、無色界心

名為世間心。行者經由止觀禪修才能生起出世間心。 
○欲 kama。能欲：渴望享受欲樂。 

所欲：色、聲、香、味、觸等五欲。 

○在色界生存地只有極其微細的色法（物質）。欲投生至此
界就必須證得禪那。 

○無色界：其處已完全超越色法，而只剩下心與心所。通過

證得無色禪，即能投生至無色界天。 
○各界之心並不是只可以出現於與其相符的生存地，而是也

能在其他生存地裡生起，例如：色界心與無色界心也能夠在

欲地裡生起。 
※思考題：如何從世間心生起出世間心？ 

【2】依本性，心分四類： 

不善心、善心、果報心、唯作心。 
1 不善心：與痴相應、或與貪痴相應、或與瞋痴相應的心。 

2 善心：與無貪、無瞋相應；或與無貪、無瞋、無痴相應的

心。 
○三善根是無貪、無瞋、無痴。三不善根是貪、瞋、痴。 

○不善心和善心都是「業」。 

「業」是與善心或不善心相應的「思心所」。 
3 果報心：緣於善業與不善業的成熟而生起的心。 

4 唯作心：雖涉及心識活動而沒有造業的心。 

○果報心與唯作心非善非不善，被歸為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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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上要掌握不善心、善心、果報心、唯作心的實例。 
※思考題：善惡的倫理標準為何？ 

 

四、依據界和本性可分出哪些心？ 
欲界心： 

（1）不善心：貪根心、瞋根心、痴根心。 

（2）無因心：不善果報心、[無因]善果報心、無因唯作心。 
（3）美心：善心、[有因]善果報心、唯作心。 

○因（hetu）是專用以代表根（mula），只用於六個決定品

德的心所：貪、瞋、痴三不善根以及無貪、無瞋、無痴三善
根。無因心是沒有三不善根，也沒有三善根的心。 

色界心：色界善心、果報心、唯作心。 

無色界心：無色界善心、果報心、唯作心。 
出世間心：道心、果心。 

※思考題：禪修時對所有的心如何取捨？ 

捨：不善心。取：具有三善根的善心和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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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八十九心[配合界和本性分類] 

54欲界心 

12 不善心 # 

8貪根心 

2瞋根心 

2痴根心 

18 無因心 

7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3[無因]唯作)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24 欲界美心 

8欲界善心 #)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果報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唯作心 

15色界心 

5色界善心 #  

5色界果報心  

5色界唯作心  

12無色界心 

4無色界善心 # 

4無色界果報心            [以上共 19種結生心] 

4無色界唯作心 

8出世間心 
4道心 # 

 
4果心 

(註：19種結生心是 1欲界不善果報捨俱推度心→欲界惡趣無因

結生。1欲界善果報捨俱推度心→欲界善趣無因結生。8欲界善

果報心→欲界善趣有因結生。5色界果報心→色界結生。4無色

界果報心→無色界結生。) 

 

  



8 
 

【思考題】從修心過程來看「諸佛通偈」 
1.諸惡莫作： 

以戒律儀約束欲界不善身業、語業，以根律儀約束不善意業

（不善心：貪根心、瞋根心、痴根心）。 
2.眾善奉行： 

以欲界善心行福業；以修止獲得色界善心、無色界善心（含

近行定、剎那定）。[以上共諸宗教] 
3.自淨其意： 

以修觀提升欲界善心（具有三善根）成為觀智，最後生起出

世間道心，根除十煩惱結，獲得解脫。 
4.是諸佛教： 

這是諸佛的教導。 

※修心過程：迷失心→1覺醒心→2觀智→3 道心＃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YouTube 影片分享： 

內觀禪林 112：佛法問答 12-什麼是心、心所和名法？ 

 
―――吉祥圓滿――― 

  

https://youtu.be/b3TsDbT1T_Y?si=RJE4--JCXyYGjd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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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2：心所的性質和分類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7.29. 
 

【引言】 

1.南傳的《阿毗達摩論》，內含《法聚論》、《分別論》、
《界論》、《人施設論》、《雙論》及《發趣論》，是經由

舍利弗下傳的佛法精要，也是禪修者實踐的主要依據。（另

有《論事》是部派見解的論辯，目犍連子帝須所編） 

2.南傳上座部的佛教都以五世紀的阿耨樓陀尊者所著的《阿

毗達摩概要》作為修學《阿毗達摩論》的主要入門書。 

3.菩提比丘所編寫的《阿毗達摩概要精解》，其內容是《阿
毗達摩概要》的巴利原文、英譯以及助讀說明；由尋法比丘

中譯。今以此書作為基本教材，來研習心、心所、色法、心

路過程、涅槃、概念法以及止觀等要義。 
此次的主題是心所的性質和分類。 

 

一、心所的性質 
心與心所之間就如國王與群臣。心所執行個別專有的作用來

協助心認知目標。心所與心的關係有四相：同生、同滅、取

同一目標、擁有同一依處。 
1.與心同生：心所無法單獨生起，一定與心同時生起。 

2.與心同滅：心生色和業生色與心同時生起，但不是都與心

同滅，多數維持十七個心識剎那之後才滅。 
3.與心取同一目標：身表色和語表色雖與心同生同滅，但並

不能緣取任何目標。 

4.與心擁有同一依處：在有色法的欲界和色界裡，心與心所

必須依靠依處而生起；心與心所擁有同一個依處（五淨色或

心所依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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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所的分類 
依據《阿毗達摩論》有 52心所，分四大類： 

7 遍一切心所，6雜心所，14不善心所，25 美心所。 

◎各類的心所名稱如下： 
【1】7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

根。 

【2】6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3】14不善心所，分四組： 

4 個遍一切不善心所：痴、無慚、無愧、掉舉。 

3 個貪根心所：貪、邪見、慢。（根＝因） 
4 個瞋根心所：瞋、嫉、慳、追悔（惡作）。 

2 個有行心所：昏沉、睡眠。 

1 個痴根心所：疑。 
【4】25美心所，分四組： 

19個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

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
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

心正直性。 

3 個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 
2 個無量心所：悲、隨喜。 

1 個慧根心所：無痴。 

※研習各種心所有何重要性？ 
如同中藥店的各種藥草，要掌握其性能和適當提煉才能治病，

同理，要掌握各種心所的性質和適當提升，才能滅除煩惱。 

以下舉例說明一些心所的性質。 
 

三、一些心所的性質 

論上依據特相、作用、現起、近因來論述心所的性質，今不
一一引述。以下舉數心所為例。 

1.遍一切心所中的思； 

2.雜心所中的尋、欲； 
3.不善心所中的瞋、慳； 

4.美心所中的無瞋、中捨、正語、悲。 

1.思（屬遍一切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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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特相是意願的狀況； 
作用是累積業； 

現起是指導互相配合； 

近因是相應法。 
◎思是催促或領導相應的心與心所朝向所緣，組織各相應法

對目標採取行動。思心所如同一位大學長，不只是自己背誦

功課，也確保其他學弟都背誦功課。思只在善心與不善心中
累積業。 

2.尋（屬雜心所） 

特相是把相應法（心與心所）投入目標； 
作用是全面地撞擊目標； 

現起是把心導向目標。 

近因是目標。 
尋只是把心投向目標。然而，通過培育定，尋可提升成禪支，

此時它名為安止，即把心安止於目標。 

※觀禪中，將尋的品質提升為八聖道的正思維。 
3.欲（chanda，屬雜心所） 

欲的特相是欲行動，即要實行某件事或要獲取某些成就； 

作用是尋找目標； 
現起是需要目標； 

近因是所希求的目標。 

欲（chanda）不同於貪（lobha）或貪欲（raga）。後兩者
肯定是不善；欲則不一定，當它與善心所配合時，即能作為

追求良善目標的善欲。 

※觀禪中，將欲的品質提升為欲神足。 
4.瞋（屬不善心所） 

特相是兇惡殘暴； 

作用是怒燒自己的依處（名色法）； 
現起是毀壞（身心或自己與他人的福祉）； 

近因是瞋怒事。 

瞋是不善根，包括一切及各程度的反感、惡念、生氣、煩躁、
惱怒、怨恨。 

5.慳（屬不善心所） 

特相是隱秘自己已得或當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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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不能忍受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利益； 
現起是躲避（與他人分享自己所得）和吝嗇； 

近因是自己的成就。 

6.無瞋（屬美心所） 
特相是對所緣不粗暴，不想破壞； 

作用是去除怨恨或去除怒火； 

現起是可喜可愛； 
近因是目標，或如理作意。 

◎無瞋也包括慈、和藹、友善等良好品德。當無瞋顯現為慈

時： 
其特相是促進有情的幸福； 

作用是願他們幸福； 

現起是去除瞋恨； 
近因是視有情為可喜可取。 

當慈生起於心中時，它一定是無瞋心所。 

7.中捨（屬美心所） 
特相是平衡心與心所； 

作用是防止過多或不足； 

現起是中捨地旁觀心與心所； 
近因是相應名法，或如理作意。 

◎中捨是保持相應的心及心所，對所緣適中而不偏；中捨屬

行蘊，而不是捨受，捨受屬受蘊。 
對有情保持中捨的捨無量心是中捨心所，對一切有情不偏袒，

平等地看待他們。當平等對待眾生的捨生起時，它一定是中

捨心所。 
8.正語（屬美心所下的離心所） 

特相是不犯語惡行； 

作用是遠離語惡行； 
現起是不造語惡行； 

近因是信、慚、愧、知足等等。 

正語是遠離與謀生無關的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四惡語。 
9.悲（屬美心所下的無量心所） 

其特相是欲拔除他人的痛苦； 

作用是不忍見他人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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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起是不殘忍；當能去除殘忍時此悲即已成功。 
近因是見受盡苦難的有情沒有依歸。 

悲是取遭受痛苦的眾生為所緣。 

 
四、結語 

《阿毗達摩論》有 52心所，分四類：7遍一切心所、6雜心

所、14不善心所、25 美心所。 
※針對 52心所，止觀禪修的取捨為何？ 

無始輪迴的眾生都有這 52心所，經由止觀禪修後，提升美

心所和相關的雜心所等的品質，最後生起道心，將心中的 14
不善心所完全根除，最後獲得純淨無染的解脫。＃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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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3：菩提分法中出現的心所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8.05. 
 

【引言】 

依據《阿毗達摩概要精解》，菩提分即是「覺悟一方之法」。
佛陀把其教法濃縮之後而有三十七菩提分法的總稱（見《長

部‧經十六》及《中部‧經七十七》）。這些法被稱為菩提

分是因為它們有助於覺悟，即證得出世間四種道智。 

已知有 52個心所，問題是：三十七菩提分法中共出現哪些

心所？這有助於掌握修行的重點。 

 
一、五十二心所的名稱 

【1】7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

根。 
【2】6雜心所：尋、伺、喜、欲、勝解、精進。 

【3】14 不善心所：痴、無慚、無愧、掉舉。貪、邪見、慢。

瞋、嫉、慳、追悔。昏沉、睡眠。疑。 
【4】25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身

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性、

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心
正直性。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悲、隨喜。慧。 

※這 52 心所各有不同的性質，禪修時所要培養或提升的重

要心所，有哪些？ 
這些重要的心所就出現在三十七菩提分法中。 

 

二、三十七菩提分法 

三十七菩提分法有七項： 

【1】四念住：（1）身念住，（2）受念住，（3）心念住，

（4）法念住。 
【2】四正勤：（1）精勤於令已生的惡法斷除，（2）精勤

於令未生的惡法不生起，（3）精勤於令未生的善法生起，

（4）精勤於令已生的善法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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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神足：（1）欲神足，（2）勤神足，（3）心神足，
（4）觀神足。 

【4】五根：（1）信根，（2）精進根，（3）念根，（4）

定根，（5）慧根。 
【5】五力：（1）信力，（2）精進力，（3）念力，（4）

定力，（5）慧力。 

【6】七覺支：（1）念覺支，（2）擇法覺支，（3）精進覺
支，（4）喜覺支，（5）輕安覺支，（6）定覺支，（7）捨

覺支。 

【7】八聖道分：（1）正見，（2）正思惟，（3）正語，（4）
正業，（5）正命，（6）正精進，（7）正念，（8）正定。 

說明：正見是了知四聖諦的慧心所。正思惟是把心導向出離、

無瞋與無害的尋心所。正語、正業、正命與三離心所相同。
正精進與四正勤相同。正念與四念住相同。正定為色界四禪

（含剎那定、近行定和四無色禪）。 

※菩提分法的項目這麼多，如何來修？ 
各項互通，簡化出相同的心所。 

 

三、菩提分法中出現的心所 
◎依自性，37 菩提分法包含 14各別法： 

一個是心（心神足），十三個是心所：定、尋（正思惟）、

喜、欲、精進、信、念、中捨、輕安、三離心所、慧。 
◎37 菩提分法中 13個心所的出現次數： 

1.精進出現九次：四正勤、勤神足、精進根、精進力、精進

覺支與正精進。 
2.念出現八次：四念住、念根、念力、念覺支與正念。 

3.定出現四次：定根、定力、定覺支與正定。 

4.慧出現五次：觀神足、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與正見。 
5.信出現兩次：信根與信力。 

6.-13.其餘八心所只出現一次：尋（正思惟）、喜、欲、中

捨、輕安、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 
【簡化】最重要的是五根心所：信、精進、念、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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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菩提分法中五根心所的性質 
論上依據特相、作用、現起、近因來論述心所的性質。以下

以五根心所為例。 

1.信（屬美心所） 
特相是對當信之事有信心。 

作用是澄清，如寶石能使混濁的水變得清澈；或啟發，如出

發越渡洪流。 
現起是去除心之不淨，或決意而不猶豫。 

近因是當信之事，或聽聞正法等。 

※禪修時，相信佛法僧的功德、戒定慧三學、過去世、未來
世、緣起等佛陀的教導。 

2.精進（屬雜心所） 

特相是支持、奮鬥、或激起力量； 
作用是支持或穩固相應名法； 

現起是不放棄； 

近因是任何能夠激起精進之事，如悚懼或逼迫感或精進事。 
※禪修時，精進於善法，將精進的品質提升到四正勤和八聖

道的正精進。 

3.念（屬美心所） 
特相是對目標念念分明而不流失； 

作用是不迷惑或不忘失； 

現起是守護心或心面對目標的狀態； 
近因是強而有力的想。 

※修正念的原則：觀禪要再三再四地觀照身心現象，將念的

品質提升到八聖道的正念。 
4.定、一境性（屬遍一切心所） 

特相是不散亂； 

作用是統一相應法； 
現起是平靜、安詳； 

近因是樂。 

在某些情況裡，一境性被稱為定（三摩地）。 
※修定的原則：掌握樂的所緣和心態，於禪修中，將一境性

的品質提升到八聖道的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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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慧、無痴（屬美心所） 
在《論》裡，慧、無痴、智三者是同義詞。 

慧的特相是透徹地如實知見究竟法或四聖諦； 

作用是如照亮目標的油燈一般； 
現起是不迷惑； 

近因是如理作意；《清淨道論》說：「慧的近因是定」。 

※修慧的原則：以安住且中捨之心，如實地照見名色的實
相。 

 

五、結語 
（1）行者修三十七菩提分法時，所培養的 13 心所是：信、

精進、念、定、慧五心所，以及尋、輕安、喜、中捨、欲、

正語、正業、正命等八心所。 
（2）此中以信（屬美心所）、精進（屬雜心所）、念（屬

美心所）、定（屬遍一切心所）、慧（屬美心所）這五心所

最常出現，也是禪修的重點所在。＃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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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4：不善心的舉例及其心所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8.12. 
 

【引言】 

（1）欲界心，分四類：1.不善心、2.善心、3.果報心、4.
唯作心。果報心和唯作心是無記心，都不造業。 

（2）已知能伴隨著心的心所共有 52個。這些心所都是不可

再分解的基本單位，是究竟法。 

（3）以下以不善心作為主題，來探究不同的不善心各有哪

些心所伴隨著？ 

※為何要研習不善心？ 
由於無明，眾生一直生起不善心，因而不斷輪迴受苦。想要

免於投生惡趣以及生活的艱困，就要從因下手：謹慎地面對

不善心，了解它的組成和性質。不善心及相應的心所都是究
竟法，經由觀禪照見這些究竟法也能體證實相，滅除我執。 

 

一、不善心的種類 
十二種欲界不善心：8 貪根心、2 瞋根心、2 痴根心。 

【八貪根心】 

1.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2.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3.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4.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5.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6.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7.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8.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無行：沒有受到慫恿而自動生起的心（積極）。 

—有行：受到慫恿而後生起的心（消極）。 

【二瞋根心】 

1.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2.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 

【二痴根心】 

1.捨俱疑相應心。2.捨俱掉舉相應心。 
以下將這十二種不善心給予鑑別。 

【不善心的鑑別】 

八貪根心：貪見心或貪心，悅受或捨受，積極或消極。 
1.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貪見心‧悅受（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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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貪見心‧悅受（消極） 
5.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貪見心‧捨受（積極） 

6.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貪見心‧捨受（消極） 

3.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貪心‧悅受（積極） 
4.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貪心‧悅受（消極） 

7.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貪心‧捨受（積極） 

8.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貪心‧捨受（消極） 
二瞋根心：積極或消極。 

1.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瞋心（積極） 

2.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瞋心（消極） 
二痴根心： 

1.捨俱疑相應心：疑心 

2.捨俱掉舉相應心：掉舉心 
 

二、欲界不善心舉例 

【八種貪根心舉例】 
1.一位男孩認為偷盜無罪，高興而自動地，從水果店偷了一

個蘋果。[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 

2.一位男孩認為偷盜無罪，在受到朋友慫恿後，高興地從水
果店偷了一個蘋果。[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3-4.各與第一和第二項相似，差異只在於該男孩認為偷盜有

罪（沒有持邪見）。[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5-8.這四項各與第一至第四項類似，差異只在於該男孩偷盜

時的心是捨受。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兩種瞋根心舉例】 
9.某位男人在暴怒之下，毫不思慮地殺了另一人。 

[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 

10.某位懷恨的男人，被人慫恿後殺了另一人。 
[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 

【兩種痴根心舉例】 

11.某人由於愚痴，懷疑佛法對於導向涅槃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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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俱疑相應心] 
12.某人由於散亂，無法專注於任何目標。 

[捨俱掉舉相應心] 

 
三、52心所和 14 不善心所 

【52 種心所】 

◎7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6雜心所：尋、伺、喜、欲、勝解、精進。 

◎14 不善心所，細分五組： 

4 遍一切不善心所：痴、無慚、無愧、掉舉。 
3 貪根心所：貪、邪見、慢。邪見與慢不會同時生起。 

4 瞋根心所：瞋、嫉、慳、追悔（惡作）。 

嫉、慳、追悔的所緣不同故不會同時生起。 
1 痴根心所：疑。 

2 有行心所：昏沉、睡眠，同時生起。 

◎25 美心所。 
※重要議題：不同的不善心中，各由哪些心所組成？ 

要點：不善心中，心所的組成是很科學的，其中不會有美心

所。同理，善心中也不會有不善心所。 
 

四、不善心中，有哪些心所？ 

◎如同分解物質到最小粒子，今將不同的不善心，科學地分
解出不同的心所團隊。 

【八貪根心】 

1.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 
（1）7遍一切：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2）6雜：尋、伺、喜、欲、勝解、精進。 

（3）4遍一切不善：癡、無慚、無愧、掉舉。 
（4）2貪根心所：貪、邪見。（無慢，與邪見相斥故。無行，

故無昏沉、睡眠） 

以上共 19個心所 
2.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由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加昏沉、睡眠，故共 21個心所。 

3.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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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減邪見，故共 18個心所。 
又貪根也可加：慢，成 19個心所。 

4.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由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加昏沉、睡眠，共 20個心所。 
又貪根也可加：慢，成 21個心所。 

（以上悅俱。以下捨俱，捨故無喜，減一心所） 

5.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捨故無喜，仿 1.共 18個心所 
6.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捨故無喜，仿 2.共 20個心所 

7.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捨故無喜，仿 3.共 17 個心所。

又貪根也可加：慢，成 18個心所。 
8.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捨故無喜，仿 4.共 19 個心所。

又貪根也可加：慢，成 20個心所。 

【二瞋根心】 
1.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共 17或 18個心所 

（1）7遍一切：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2）5雜：尋、伺、勝解、精進、欲（憂故無喜）。 
（3）4遍一切不善：癡、無慚、無愧、掉舉。 

（4）1 或 2 瞋根心所：一定有瞋。嫉、慳、追悔三者有可能

都不生起，如此共 17個心所。嫉、慳、追悔只能其中一個
生起，其他兩個不生起，如此共 18個心所。 

2.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由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加昏沉、

睡眠，故共 19 或 20個心所。 
【二痴根心】 

1.捨俱疑相應心，共 15 個心所： 

（1）7遍一切：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2）3雜：尋、伺、精進（捨故無喜，疑故無勝解、欲）。 

（3）4遍一切不善：癡、無慚、無愧、掉舉。 

（4）1痴根：疑。 
貪、見、慢屬貪根，故不生起。瞋、嫉、慳、追悔屬瞋根，

故不生起。不是有行故不生起昏沉和睡眠。 

2.捨俱掉舉相應心，共 15個心所： 
（1）7遍一切：一定生起。 

（2）4雜：尋、伺、勝解、精進（捨故無喜，掉舉故無欲）。 

（3）4遍一切不善：癡、無慚、無愧、掉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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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將心分解出心王和心所有何目的？ 

可以看清不同的心都是不同的心所團隊在配合運作著，沒有
主宰者，心和心所的實相都是無常、苦、無我。 

※如何面對不善心的呈現？ 

用心念住的隨觀法門，《大念住經》說： 
「諸比丘！於此，比丘： 

1.心貪時，了知：『心貪。』心離貪時，了知：『心離貪。』 

2.心瞋時，了知：『心瞋。』心離瞋時，了知：『心離瞋。』 
3.心癡時，了知：『心癡。』心離癡時，了知：『心離癡。』 

4.心退弱時，了知：『心退弱。』心散亂時，了知：『心散

亂。』」 
行者以客觀的心，如實隨觀不善心的生起和滅去。＃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YouTube 影片分享： 

內觀禪林 102：佛教心理 8-什麼是不善業和不善心？ 
內觀禪林 104：佛教心理 10-什麼是心所和不善心所？ 

內觀禪林 106：佛教心理 12-什麼是不善心的成分？ 

 
―――吉祥圓滿――― 

  

https://youtu.be/_WzIW5PB6SE?si=PImoCKYy4TwIvhT7
https://youtu.be/wCZlpT9pssU?si=Opyq_1LJ40BM2UgN
https://youtu.be/t3JmKlYmcRM?si=DM-0Tz1mfSWtwC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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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5：無因心的舉例及其心所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8.19 
 

【引言】 

（1）在《阿毗達摩論》裡，「因」是專用以代表「根」，
且只用於六個決定品德的主要心所：貪、瞋、痴和無貪、無

瞋、無痴。依據本性或品德，心可分成不善心、善心和無記

心。 

（2）貪、瞋、痴是三不善根（因），是不善心所。不善根

存在於不善心中。 

（3）無貪、無瞋、無痴是三美根（因），是美心所。美根
存在於善心和無記心中。美根可以是善或無記，當生起於善

心它們是善根，當生起於無記心（果報心和唯作心）它們是

無記根。「美根」的範圍比「善根」廣。 
◎了解「因」或根後，以下我們開始探討「無因心」。 

 

一、無因心 
◎在《阿毗達摩論》裡，特別將心分成 12不善心、18 無因

心和 59 美心三大類。不善心和美心是有因心。 

◎無因心是沒有「貪、瞋、痴」（三不善根），也沒有「無
貪、無瞋、無痴」（三美根）的心。 

舉例： 

不善果報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等五識和善果報
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等五識，都是無因心，因

為都沒有三不善根和三美根。這十種識總稱為雙五識。這雙

五識在生活中時時出現，屬於無因心。 

（3）以下探究 18 種無因心的性質以及各有哪些心所伴隨？

這些都是觀禪所要觀照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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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因心的分類和舉例說明 
18無因心：1.七不善果報心，2.八善果報心，3.三唯作心。 

 

【1】七不善果報心：（1）捨俱眼識（2）捨俱耳識（3）捨
俱鼻識（4）捨俱舌識（5）苦俱身識；（6）捨俱領受心（7）

捨俱推度心。不善果報心是無記的。不善一詞指它們是由不

善業所產生的果報。 
（1）捨俱眼識（2）捨俱耳識--（5）苦俱身識： 

這五識是各依靠眼、耳、鼻、舌、身五淨色而生起，其作用

只是直接與立刻地認知色、聲、香、味、觸。對於不善果報
心，其目標（所緣）是不可喜的。由於前四種（色、聲、香、

味）對四種淨色的撞擊力弱，所以俱行的受是捨受。反之，

對於不善果報身識，其目標（觸或地火風）對身淨色的撞擊
力強，所以俱行的受是苦受。 

（6）捨俱領受心：當目標撞擊五根門之一，例如：顏色撞

擊眼根時，首先生起的是令心轉向該目標的轉向心。隨後生
起的是看該顏色的眼識。緊接而起的是領受眼識剛看過的目

標的領受心。餘四識類推。 

（7）捨俱推度心：緊隨領受心之後生起的是推度心。由不
善業產生的推度心永遠是捨俱的，其作用是推度或檢查剛受

到五識與領受心認知的目標。 

○領受心與推度心只在眼等五門心路過程裡生起，而且都是
屬於過去業的果報。 

 

【2】八善果報無因心：（1）捨俱眼識，（2）捨俱耳識、
（3）捨俱鼻識、（4）捨俱舌識；（5）樂俱身識；（6）捨

俱領受心；（7）捨俱推度心；（8）悅俱推度心。 

善果報心有「無因」和「有因」二類，以下針對無因類： 
（1）捨俱眼識（2）捨俱耳識--（5）樂俱身識： 

善果報前四識俱行的受是捨受。善果報無因心是由可喜或極

可喜所緣（目標）而生起。對於善果報身識，其目標（觸）
對身淨色的撞擊力強，所以俱行的受是樂受。 

（6）捨俱領受心：如，眼識看到顏色，緊接而起的是領受

心。餘四識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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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捨俱推度心（8）悅俱推度心：由善業產生的推度心有
兩種：一是對可喜所緣生起的捨俱推度心；另一個是對極可

喜所緣生起的悅俱推度心。 

【3】三無因唯作心：（1）捨俱五門轉向心（2）捨俱意門
轉向心（3）悅俱阿羅漢生笑心。 

無因唯作心：只是實行其作用，這種心並不造業，也不是業

的果報。有三種無因唯作心，其餘是有因唯作心。 
（1）五門轉向心：當外在目標撞擊五根門之一，在相符的

五識（如：眼識）生起之前，另一心必須先生起，該心即是

五門轉向心；此心並沒有看、聽、嗅、嚐、觸該目標，它純
粹只是轉向該目標，以使五識之一能夠隨後生起。 

（2）意門轉向心：若在五門心路過程裡，推度心檢查目標

後就生起意門轉向心，稱為確定心，它再鑑別目標。若在意
門心路過程裡，此心轉向呈現於意門的目標，此時名為意門

轉向心。 

（3）（阿羅漢）生笑心：其作用是致使阿羅漢對欲界的事
物微笑。能令阿羅漢微笑的心有五種，即：四個（悅俱）欲

界唯作心，以及在此的（悅俱）無因生笑心。 

 
三、無因心的組成心所 

原則：由於無因心不是不善心，因而沒有「不善心所」；由

於無因心不是美心，因而沒有「美心所」，所以無因心的心
所是來自剩下的「遍一切心所」和「雜心所」，其數目相對

較少（共七到十二個）。 

 
【1】七不善果報心： 

（1）捨俱眼識（2）捨俱耳識（3）捨俱鼻識（4）捨俱舌識

（5）苦俱身識：不善果報的五識，只有七個遍一切心所：
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6）捨俱領受心：七個遍一切心所，加上尋、伺、勝解三

個雜心所，共十個心所。 
（7）捨俱推度心：七個遍一切心所”，加上尋、伺、勝解

三個雜心所，共十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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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善果報無因心： 
（1）捨俱眼識，（2）捨俱耳識、（3）捨俱鼻識、（4）捨

俱舌識；（5）樂俱身識：善果報的五識，只有七個遍一切

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6）捨俱領受心：七個遍一切心所，加上尋、伺、勝解三

個雜心所，共十個心所。 

（7）捨俱推度心：七個遍一切心所，加上尋、伺、勝解三
個雜心所，共十個心所。 

（8）悅俱推度心：七個遍一切心所，加上尋、伺、喜、勝

解四個雜心所，因為是悅俱故加上喜，共十一個心所。 
 

【3】三無因唯作心： 

（1）捨俱五門轉向心：七個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
想、思、一境性、名命根），加上尋、伺、勝解三個雜心所，

共十個心所。 

（2）捨俱意門轉向心：七個遍一切心所，加上尋、伺、勝
解、精進四個雜心所，共十一個心所。 

（3）悅俱阿羅漢生笑心：七個遍一切心所，加上尋、伺、

喜、勝解、精進五個雜心所，因為是悅俱故加上喜，共十二
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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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1）無因心的心所只有「遍一切心所」和「雜心所」，其

數目相對較少（共七到十二個）。 

（2）人們會體驗到不可喜、可喜或極可喜所緣是由自己的
過去業所決定。由於不善業成熟，人們遇到不可喜所緣，以

及生起認知該所緣的不善果報心。反之，由於善業成熟，人

們遇到可喜或極可喜所緣，以及認知該所緣的善果報心。該
果報心自動地會與該所緣的自性相符一致。 

※如何看待不可喜和極可喜的所緣？ 

1.不可喜和極可喜的所緣是不善業和善業的成熟，故要以警
覺之心去面對處理，避免造新業。2.若起瞋貪之心，要及時

隨知，進而以智慧照見其實相。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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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6：欲界美心的舉例及其心所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8.26 
 

八十九心（含 59美心） 

54欲界心 

12 不善心 

8貪根心 

2瞋根心 

2痴根心 

18 無因心 

7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3[無因]唯作)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24 欲界美心 

8欲界善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果報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唯作心 

15色界心 

5色界善心  

5色界果報心  

5色界唯作心  

12無色界心 

4無色界善心 

4無色界果報心    [以上共 19種結生心,詳見 p.60] 

4無色界唯作心 

8出世間心 
4道心  

4果心 

 

一、心的分類 

（1）心，分成欲界心、色界心、無色界心、出世間心。 
欲界心，分成 12不善心、18無因心和 24 欲界美心。 

美心是與美心所相應的心。 

（2）心，又分[欲界]不善心、[欲界]無因心和美心三類。 
美心，又分 24 欲界美心、15色界心、12無色界心、 

8 出世間心。 

（3）24欲界美心又分善心、善果報心、唯作心三類。 
色界和無色界也如此分三類，甚有規律。 

也可看出，美心的範圍比善心廣多了。 

善果報心與唯作心屬無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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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只針對 24欲界美心，探究其類別、舉例，以及各自
的心所組成。這些都是觀禪（內觀）所要觀照的對象。 

 

二、24欲界美心的名稱 
24欲界美心：8 欲界善心、8 欲界[有因]善果報心、8 欲界[有

因]唯作心。 

【1】八欲界善心 
1.悅俱智相應無行心。2.悅俱智相應有行心。 

3.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4.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5.捨俱智相應無行心。6.捨俱智相應有行心。 
7.捨俱智不相應無行心。8.捨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智，指慧或無痴心所。 

智相應善心具有無貪、無瞋、無痴三美根（因）。 
智不相應善心則只有無貪、無瞋，缺慧心所。 

【2】八欲界[有因]善果報心：名稱與【1】相同。 

【3】八欲界[有因]唯作心：名稱與【1】相同。 
 

三、24欲界美心舉例 

【1】八欲界善心（欲界八大善心） 
1.某人愉快自動地行佈施，心知那是善業。 

[悅俱智相應無行心]悅受（積極）有智善心 

2.某人在他人鼓動之下，愉快地行佈施，也心知那是善業。
[悅俱智相應有行心]悅受（消極）有智善心 

3.某人愉快自動地行佈施，但不知那是善業。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悅受（積極）缺智善心 
4.某人在他人鼓動之下，愉快地行佈施，但不知那是善業。

[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悅受（消極）缺智善心 

5-8.這四種心各與首四種心類似，差異只在於沒有愉快的感
受，而是捨受。[捨俱智相應無行心][捨俱智相應有行心][捨

俱智不相應無行心][捨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2】八欲界[有因]善果報心 
八欲界善心能生起於凡夫與有學聖者。八欲界善心的果報有：

八欲界[有因]善果報心（其名稱與八欲界善心相同）和八欲

界[無因]善果報心（其名稱為捨俱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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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俱身識、捨俱領受心、捨俱推度心、悅俱推度心）。舉例，
第一個[悅俱智相應無行心]產生悅俱智相應無行心的果報

心，這果報心將是天神或人類的結生識。 

【3】八欲界[有因]唯作心 
八欲界[有因]唯作心（其名稱與八欲界善心相同），只能在

佛與阿羅漢心中生起；它們只執行其作用，而毫不留下任何

業力，絕不可能產生未來的果報。這些心只是純粹生起、執
行其作用，而後毫無所遺地消逝。 

 

四、24欲界美心的相應心所 
◎已知眾生所有 52心所，分四類： 

【1】七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

命根。 
【2】六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3】十四不善心所：貪、瞋、痴、無慚、無愧等。 

【4】二十五美心所，分四組： 
十九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

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

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
心正直性。 

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 

二無量心所：悲、隨喜。 
一慧心所：無痴。 

◎列出 24欲界美心的相應心所 

【1】八欲界善心的相應心所 
（1）悅俱智相應無行： 

1.七遍一切心所：全。 

2.六雜心所：全。 
3.十九遍一切美心所：全。 

4.一慧心所：與智相應故有慧。 

以上悅俱智相應有基本 33個心所，另外可以加上： 
5.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二無量心所[悲、隨喜]：

a.五者不生起，或 b.五者生起其一。 

故心所數目共 33個或 3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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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悅俱智相應有行： 
心所數目與（1）無行相同，共 33 個或 34 個。 

善心中無昏沈、睡眠等不善心所。 

（3）悅俱智不相應無行： 
智不相應故少一慧，心所數目共 32個或 33 個。 

（4）悅俱智不相應有行： 

心所數目與（3）無行相同，共 32 個或 33 個。 
（5）捨俱智相應無行： 

與（3）相比，捨故少一喜；與智相應故有一慧，心所數目

共 32個或 33 個。 
（6）捨俱智相應有行： 

心所數目與（5）無行相同，共 32 個或 33 個。 

（7）捨俱智不相應無行： 
與（6）相比，智不相應故少一慧，共 31 個或 32個。 

（8）捨俱智不相應有行： 

心所數目與（7）無行相同，共 31 個或 32 個。 
【2】八欲界果報心的相應心所 

果報心沒有[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也沒有[無量心

所]悲、隨喜。與智相應則有慧，與智不相應則沒有慧。悅
俱有喜，捨俱則沒有喜。 

故悅俱智相應有 33個心所。捨俱智相應有 32 個心所。 

悅俱智不相應有 32個心所。捨俱智不相應有 31個心所。 
【3】八欲界唯作心的相應心所 

唯作心沒有[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 

[二無量心所]悲、隨喜：a.二者不生起，或 b.二者生起其一。
故： 

悅俱智相應有 33個或 34 個心所。 

捨俱智相應有 32個或 33 個心所。 
悅俱智不相應有 32個或 33 個心所。 

捨俱智不相應有 31個或 32 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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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1）欲界美心分善心、善果報心、唯作心三類。 

色界心和無色界心也如此分類，甚有規律。 

（2）區分生活中的八種欲界善心： 
1.悅俱智相應無行心。2.悅俱智相應有行心。 

3.悅俱智不相應無行心。4.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5.捨俱智相應無行心。6.捨俱智相應有行心。 
7.捨俱智不相應無行心。8.捨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思考題】修觀禪（內觀）時，要用何種心？ 

○禪修時以悅俱或捨俱智相應四心為要，更以無行二心為貴。
這種欲界智相應善心＃具有無貪、無瞋、無痴三美因，以及

信、精進、念、定等心所，組合成觀智之心。最後提升為道

心＃，開始拔除煩惱。（見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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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心圖表 

54欲界心 

12 不善心 

8貪根心 

2瞋根心 

2痴根心 

18 無因心 

7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3[無因]唯作)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24 欲界美心 

8欲界善心 #)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果報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唯作心 

15色界心 

5色界善心  

5色界果報心  

5色界唯作心  

12無色界心 

4無色界善心 

4無色界果報心            [以上共 19種結生心] 

4無色界唯作心 

8出世間心 
4道心 #  

4果心 

(註：19種結生心是 1欲界不善果報捨俱推度心→欲界惡趣無因

結生。1欲界善果報捨俱推度心→欲界善趣無因結生。8欲界善

果報心→欲界善趣有因結生。5色界果報心→色界結生。4無色

界果報心→無色界結生。)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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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7：色界心及其心所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9.02 
 

八十九心 

54欲界心 

12 不善心 ＊ 

8貪根心 

2瞋根心 

2痴根心 

18 無因心 

7無因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 無因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

俱推度 

3[無因]唯作)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24 欲界美心 

8欲界善心 ＊)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果報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唯作心 

15色界心 

5色界善心  

5色界果報心  

5色界唯作心  

12無色界心 

4無色界善心 

4無色界果報心    [以上共 19種結生心,詳見 p.60] 

4無色界唯作心 

8出世間心 
4道心  

4果心 

 

【引言】 
◎色界心：色禪是通過專注於色法目標（如，色盤、呼吸）

而得，色禪也即因此而得其名。依靠色法目標而證得的廣大

心即稱為色界心。欲投生至色界就必須證得禪那。 
○無色界心：禪修者想獲得無色禪，是通過專注於無色法目

標（如，無邊虛空）而得。依靠無色法目標而證得的廣大心

即稱為無色界心。 
◎色界心與無色界心總稱為廣大心，因為它們已脫離五蓋，

且是清淨、昇華、廣大的心。 

※為何要研究色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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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禪那的性質以及世間神通的能力而不為所惑。 
 

一、色界心的禪支和分類 

◎色界心分三：善心[因]、果報心[果]、唯作心[阿羅漢特
有]。 

【1】色界善心[論依禪支分五禪] 

1.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善心。[有尋有伺] 
2.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善心。[無尋唯伺] 

3.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善心。[無尋無伺] 

4.樂、一境性俱第四禪善心。 
5.捨、一境性俱第五禪善心。 

【2】色界果報心[論依禪支分五禪]：善心改果報心。 

【3】色界唯作心[論依禪支分五禪]：善心改唯作心。 
以上共 15色界心。 

色界善心：在今世證得禪那的凡夫與有學聖者能體驗到。色

界果報心：只能出現於投生至色界天的梵天。 
色界唯作心：只出現於已證得禪那的阿羅漢。 

○四無色禪心有捨、一境性兩個禪支，故也歸入第五禪心。 

 
二、禪那和五禪支 

禪那（jhana，靜慮）意為「念慮」或「燒盡」。諸禪那密

切地念慮目標，或燒盡與定對抗之五蓋：貪欲、瞋恚、昏沉
與睡眠、掉舉與惡作（追悔）、疑。 

禪那是通過修習止禪（奢摩他）而證得。 

禪那的目標是稱為「似相」的心之影像。此相是「概念」，
由於它是基於色法而產生，所以禪那是屬於色界。 

○欲證得禪那的禪修者可以選用某種顏色的圓盤作為修定

的目標，把心專注於它的顏色。當定力成熟時，與該圓盤完
全相似的「取相」即會生起，定力更深時此相淨化而生起的

相即是「似相」，是禪那心緣取的目標。 

【五禪支】尋、伺、喜、樂、一境性 
若要達到初禪，五禪支須達至平衡，「燒盡」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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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在經中，「尋」一詞常用以代表思考，但在《阿毗達摩
論》裡，精確地代表把心與心所投入目標的心所。對於修習

禪定，尋的特別作用是對治昏沉睡眠蓋。 

伺：保持心繼續專注於目標。禪那中的伺暫時制止疑蓋。 
喜（piti）：喜歡目標。修定生起的喜分為五個層次：小喜、

剎那喜、流喜、上升喜、遍滿喜。小喜能令體毛豎直；剎那

喜有如閃電；流喜有如海灘的大浪陣陣流遍全身；上升喜能
令身體升起；遍滿喜有如洪水注滿山洞遍佈全身。喜禪支是

遍滿喜，能制伏瞋恨蓋。 

樂：指心的樂受（悅受），是脫離欲樂而後生起。它對治掉
舉與惡作蓋。 

喜屬行蘊，樂屬受蘊。喜有如疲憊的旅人見到綠洲時的歡喜；

樂則有如該旅人飲水時的快樂。 
一境性：一境性的作用是緊密地觀看目標，但需要其他四禪

支配合：尋把相應法投入目標；伺則維持相應法於目標；喜

激起對目標的歡喜；樂體驗禪那之樂。 
一境性能制伏貪欲蓋。 

 

三、色界心的諸心所 
1.對於色界初禪心，分善心、果報心與唯作心，有基本 33

個心所：7 遍一切心所、6 雜心所、19遍一切美心所和 1慧

心所，三離心所是刻意遠離邪語、邪業、邪命，而在禪那中
不能刻意遠離造惡，故無此三心所。二無量心所的悲與隨喜

緣取不同的目標，這兩者不能同時出現於同一心，可以都不

與心相應而有(33)心所，或個別與心相應而有(34)心所。 
2.對於第二禪心，則上述的心所除去尋。(32 或 33) 

3.對於第三禪，心，則除去尋與伺。(31 或 32) 

4.對於第四禪心，則除去尋、伺與喜。(30 或 31) 
5.對於第五禪心（色界第五禪心以及無色界四種禪心，都沒

有二無量心所。(30) 

【舉例】初禪善心相應的心所名稱 
1 七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2 六雜心所：尋、伺、喜、欲、精進、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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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九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
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

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

心正直性。 
4 一慧心所：無痴。以上 33 心所。 

5 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前述及禪那中無此三心所。 

6 二無量心所：悲、隨喜，可相應一個成 34 心所。 
 

四、神通的能力 

（1）在聖典中提及五種世間神通：神變通、天耳通、他心
通、宿命通與天眼通。 

這五神通是運用第五禪心而獲得；於凡夫和有學聖者它是善

神通心；於諸阿羅漢則是唯作神通心。 
（2）通過他心通，有學聖者能辨識與他同等級或層次較低

的其他聖者的道心與果心，但不能辨識層次比他高的聖者的

道心與果心。阿羅漢通過唯作神通心，他能辨識其他聖者的
道心與果心，包括有學聖者與阿羅漢。 

這五種神通都是屬於世間，都沒有滅除煩惱（漏）的能力。 

（3）在經典裡提及第六種神通，是通過修習觀禪證得的出
世間「漏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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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止禪的定和觀禪所用的定有無不同？ 

修習止禪的定：心與所緣合一，所緣是似相等。 

修習觀禪的定：以安住的心去觀照，所緣是生滅的名色真實
法。舉例：《長阿含阿摩晝經》中，佛陀說： 

(1)比丘如是入第四禪，心無增減，亦不傾動，[安]住無愛

恚、無動之地，… 
(2)彼以定心，清淨無穢，柔濡調伏，[安]住無動地，一心

修習無漏智證：彼如實知苦聖諦，如實知有漏集，如實知有

漏盡，如實知趣漏盡道。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有漏、無明
漏，心得解脫，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 

(3)譬如，清水中有木石、魚鱉水性之屬，東西遊行，有目
之士明了見之：此是木石，此是魚鱉。＃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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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8：89心的作用和因果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9.09 
 

八十九心[因果與其他] 

54欲界心 

12 不善心 ＊ 

8貪根心 

2瞋根心 

2痴根心 

18 無因心 

7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3[無因]唯作)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24 欲界美心 

8欲界善心 ＊)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果報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唯作心 

15色界心 

5色界善心 ＊  

5色界果報心  

5色界唯作心  

12無色界心 

4無色界善心 ＊ 

4無色界果報心      [以上共 19種結生心,詳見 p.60] 

4無色界唯作心 

8出世間心 
4道心  

4果心 

 

一、89心的 14 種作用 

（1）89 心：54欲界心、15 色界心、12 無色界心、8出世間
心。此中有不善心、善心、不善果報心、善果報心以及唯作

心。唯作，意即只是執行其作用而毫不留下任何業力。 

（2）心的 14 種作用：1.轉向；2 見；3.聞；4.嗅；5.嚐；
6.觸；7.領受；8.推度；9.確定；10.速行；11.彼所緣；12.

結生；13.有分；14.死亡。第 1 至 11項發生在活躍的心路

過程裡，第 12、13、14 項發生在離心路過程裡。造善惡業
是發生在速行中。 

◎五門心路過程：有分→五門轉向→五識→領受、推度、確

定[意門轉向]→速行→彼所緣→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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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的作用是保持從結生至死亡之間的生命流不會中
斷。 

※為何要研究心的作用？為了了解複雜而具體的因果關

係！ 
 

89心 作用 

種類 數目 執行[＊業與果等] 數目 

不善心＊ 12 速行 1 

眼識＃ 2 見 1 

耳識＃ 2 聞 1 

鼻識＃ 2 嗅 1 

舌識＃ 2 嚐 1 

身識＃ 2 觸 1 

領受＃ 2 領受 1 

捨俱推度心＃ 2 結生、有分、死亡、推度、彼所緣 5 

悅俱推度心 1 推度、彼所緣 2 

五門轉向心 1 五門轉向 1 

意門轉向心 1 意門轉向、確定 2 

生笑心 1 速行 1 

欲界善心＊ 8 速行 1 

欲界果報心 8 結生、有分、死亡、彼所緣 4 

欲界唯作心 8 速行 1 

廣大善心＊ 9 速行 1 

廣大果報心 9 結生、有分、死亡 3 

廣大唯作心 9 速行 1 

出世間心 4+4 速行 1 

 
二、詳列 89 心的作用 

【1】54欲界心的作用 

（A）12不善心：八貪根心、兩瞋根心、兩癡根心，只執 
行一個速行的作用。（＊業因） 

（B）18無因心：（因＝根：貪、瞋、痴；無貪、無瞋、無

痴） 
＃◎[不善及善果報心]捨俱眼識 2，執行一個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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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及善果報心]捨俱耳識 2，執行一個聞的作用。 
＃◎[不善及善果報心]捨俱鼻識 2，執行一個嗅的作用。 

＃◎[不善及善果報心]捨俱舌識 2，執行一個嚐的作用。 

＃◎[不善果報心]苦俱身識 1，執行一個觸的作用。 
◎[善果報心]樂俱身識 1，執行一個觸的作用。 

＃◎[不善及善果報心]捨俱領受 2，執行一個領受的作用。 

＃◎[不善及善果報]捨俱推度 2，執行推度與彼所緣兩個作
用；[不善果報]捨俱推度也執行四惡道的結生、有分、死亡

三作用。[善果報]捨俱推度也執行天生殘缺的人及低劣天神

的結生、有分、死亡三作用，共執行五個作用。 
◎[善果報]悅俱推度 1，執行推度與彼所緣兩個作用。 

○[捨俱]五門轉向 1：只執行一個轉向的作用。 

○[捨俱]意門轉向 1：只執行轉向和確定兩個作用。 
○[悅俱]阿羅漢生笑心 1：只執行一個速行的作用。 

（C）24欲界美心： 

（1）8欲界善心：只執行一個速行的作用。＊ 
（2）8欲界有因[善果報心]：執行投生無殘缺的人或欲界 

天的結生、有分、死亡與彼所緣四個作用。 

（3）8欲界唯作心：只執行一個速行的作用。 
【2】15色界心的作用 

（1）5色界善心：只執行速行的作用。＊ 

（2）5色界[善果報心]：執行投生色界的結生、有分、死 
亡三種作用。 

（3）5色界唯作心：只執行速行的作用。 

【3】12無色界心的作用 
（1）4無色界善心：只執行速行的作用。＊ 

（2）4無色界[善果報心]：執行投生無色界的結生、有分、 

死亡三種作用。 
（3）4無色界唯作心：只執行速行的作用。 

【4】8出世間心的作用 

4 道心與 4 果心：只執行速行的作用。 
 

三、重要的因果關係 

（1）不善業與果報 



42 
 

掉舉相應的痴根心，是最弱的不善心，不能產生結生心。 
A.其餘十一種不善心：都能產生作為結生心、有分心及死亡

心的不善果報推度心，令有情投生至四惡道。 

B.十二種不善心：都能夠在欲界有情的生命期裡產生七種不
善果報心：＃五識、領受心與推度心。在色界裡只能產生四

種不善果報心：眼識、耳識、領受心與推度心。 

（2）欲界善業與果報 
◎八種無因善果報心是五識、領受心及兩種推度心。後者能

夠在心路過程裡生起為彼所緣，而捨俱的推度心也能在先天

殘缺的有情裡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的作用。 
◎八種無因善果報心都能在欲界裡生起，但鼻、舌與身三識

並不能在色界裡生起，因為色界的有情缺少這三種根門。 

 
四、結語 

欲界 12 不善心：引生＃7無因[不善果報心]。 

欲界 8 善心：引生◎8 無因[善果報心]、8 有因[善果報心]。 
色界 5 善心：引生 5色界[善果報心]。 

無色界 4善心：引生 4 無色界[善果報心]。 

欲界有 3無因唯作心、8有因唯作心。 
色界有 5唯作心。無色界有 4唯作心。 

出世間 4道心：引生 4 果心。 

以上共 89心，涵蓋所有凡聖之心，各有其作用。 
※在生活中，執行速行作用的不善心和善心是重要的「種因」

階段，如何面對「果報心」也是重要的階段。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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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的投生 

有 19個心執行結生、有分、死亡的三種作用：兩種捨俱推

度心、八個欲界果報心以及九個色與無色界果報心。 
（1）當有情投生至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時，執行這

三種作用的是[不善果報]捨俱推度心。 

（2）於天生殘缺的人以及某些低劣的天神，執行這作用的
是[善果報]捨俱推度心。殘缺是不善業的果報，但投生為人

的業則是善業，只是較弱。 

（3）對於投生至欲界為人或天神而無殘缺者，執行這作用
的是八個欲界[善果報心]之一。 

（4）對於投生至色界的梵天，出現為結生、有分與死亡的

是個別相符的五個色界[善果報心]。 
對於投生至無色界的梵天，則是個別相符的四個無色界[善

果報心]。 

◎依產生果報的能力，善業可分為兩種：殊勝與低劣。殊勝
的善業是由清淨無染的心所造，而且在造業之前與之後皆有

良好的動機；例如：佈施前後都感到歡喜。 

低劣的善業：在造善業之前後，心受到煩惱污染，譬如，貶
低他人，行善之後後悔等。 

1.殊勝的三因善業：A.能夠產生具有三因的結生心（在欲界

裡指其結生心是四種智相應大果報心之一）；B.能在生命期
裡產生十六種果報心（八種無因善果報心及八種善果報心）。

[三因：無貪、無瞋、無痴] 

2.低劣的三因善業及殊勝的二因善業：A.能夠產生具有二因
的結生心；B.在生命期裡產生十二種果報心，即除了四種智

相應善果報心。 

3.低劣的二因善業：A.只能夠產生無因的結生心（即捨俱善
果報推度心；B.在生命期裡只能產生無因的果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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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9：89心與所緣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9.16 
 

【引言】 

◎依據《阿毗達摩論》有 89 心：54欲界心、15色界心、12
無色界心、8出世間心。這些心有同一個相：認知所緣。所

緣（目標、對象），是心及相應心所的目標。 

◎論的重點在於探究四究竟法：色、心、心所與涅槃，附帶

還要了解世俗諦。四究竟法和世俗諦都是心的所緣。 

○世俗諦是指世俗的概念法，包括組成我們世間還未受到分

析的種種事物，如：有情、人、男人、動物；這些事物不是
不可再分解的究竟法，它們是概念化的。 

※為何研究心與所緣？ 

1.眾生之心一直惑於世俗諦，不知究竟法及其實相，因而一
直輪迴受苦。2.禪修時，要用正確的心去觀照正確的所緣，

才能獲得效果，最後才能生起道心，根除煩惱。 

 
一、一切所緣的分類 

●一切所緣是 28色、89心、52 心所、涅槃、概念。 

◎28 色＝12 粗色＋16 細色 
12粗色＝7境色＋5淨色。粗色指撞擊性的色法。 

7 境色：顏色、聲、香、味、地界、火界、風界。 

5 淨色：眼淨色、耳淨色、鼻淨色、舌淨色、身淨色。 
16細色＝水界、食素、命根色、心處色、男性色、女性色 

＋10 非真實色（空界、身表、語表、輕快性、柔軟性、適業

性、色積集、色相續性、色老性、色無常性）。 

●一切所緣分六種所緣：五所緣（色所緣、聲所緣、香所緣、

味所緣、觸所緣）和法所緣。 

1.五所緣：即顏色、聲、香、味、觸。 
觸＝[地界、火界、風界]，故五所緣相當於 7 境色。 

2.法所緣：5淨色、16細色、89 心、52心所、涅槃、概念。 

◎注意 28色包含 7境色，即五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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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切所緣如何被認知 
一切所緣分六種所緣： 

1.五所緣（色所緣、聲所緣、香所緣、味所緣、觸所緣）能

通過三方式認知：1.通過[眼耳鼻舌身]各自的根門心路過程；
2.通過意門心路過程；3.通過離心路過程心，即結生心、有

分心與死亡心。 

2.法所緣（5淨色、16細色、89 心、52心所、涅槃、概念）
完全不能通過五根門認知，只能 1.通過意門心路過程或 2.

離心路過程心認知。 

【離門心的所緣】 
離門心是在一世當中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作用之心。它們

有十九種，即：2捨俱無因推度心、8欲界善果報心、5 色界

果報心及 4 無色界果報心。 
離門心的所緣有六種：過去或現在的五所緣之一，或是法所

緣。          ※89 心與所緣的圖表和說明見下 

89心 所緣 

A.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分善、不善果報 2] 

10 現在色、聲、香、味、觸[分可喜、

不可喜] （現在五所緣之一） 

B.1五門轉向、2領受心[分 2] 3 現在五所緣 

C.3推度心[捨 2＋悅 1]、 

1生笑心、 

8欲界[有因]善果報心 

12 五十四欲界心、五十二心所、 

二十八色  [合稱欲界所緣] 

D.12不善心、4欲界智不相應

善心、4欲界智不相應唯作心 

20 八十一世間心、五十二心所、 

二十八色、概念 

E.4欲界智相應善心＊ 4 八十七心（除阿羅漢道果心）、 

五十二心所、二十八色、涅槃、 

概念 

F.4欲界智相應唯作心、 

1意門轉向心＊ 

5 一切所緣（即：八十九心、 

五十二心所、二十八色、涅槃、 

概念） 

G.第二、第四無色界心[分 3] 6 依次是第一與第三無色界禪心 

五種色界心、第一、第三無色

界心[分善、果報、唯作 3] 

21 概念 

H.出世間 4道心、4 果心 8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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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與所緣解說 
A.眼識等各自取一種所緣，即顏色等。 

B.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能取顏色等所有五所緣，因為它

們生起於所有五門。 
C.其餘的欲界果報心是三種推度心與八大果報心，當生起為

彼所緣時，它們能取呈現於六門的一切欲界所緣。再者，除

了悅俱推度心之外，當這些果報心生起為結生、有分與死亡
心時，也能取六種離門所緣。諸阿羅漢的生笑心也能取所有

六種欲界所緣。 

D.不善心和智不相應欲界速行能取一切所緣，除了出世間法，
因為四道、四果與涅槃是非常的清淨及深奧。 

E.智相應欲界善心（＊以及屬第五禪的神通善心）能取一切

所緣，除了阿羅漢道心與果心：因為凡夫與有學聖者不能覺
察阿羅漢的道心與果心。當有學聖者省察自己的出世間成就

時，能以「智相應欲界善心」覺知道心、果心與涅槃。 

種姓心是屬於智相應欲界善心也取涅槃為所緣。 
F.智相應欲界唯作心、確定心（＊以及屬第五禪的神通唯作

心）能取一切所緣：阿羅漢通過欲界智相應唯作心，能在省

察自己的成就時辨識自己的道心與果心。在五門心路過程裡
的「確定」，能認知所有五所緣；當確定作為「意門轉向心」

時則能認知所有六所緣。 

G.第二無色禪心取第一無色禪心為所緣；第四無色禪心取第
三無色禪心為所緣。其餘的色界禪心與第一、第三無色禪心

所取的目標是概念，如：遍處禪心取遍相、無量禪心取有情

概念。 
H.出世間心道心與果心取涅槃為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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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檢別不善心、善心和道心的所緣 

（1）十二不善心、欲界智不相應善心的所緣：81 世間心、

52心所、28 色、概念。[妄念的所緣屬概念]。 
（2）欲界智相應善心的所緣：87 心（除阿羅漢道心、果心）、

52心所、28 色、涅槃、概念。 

1.修福業時，以世俗法（概念）為所緣。 
2.修止時，色界禪以似相（概念）為所緣。 

3.修觀時，名色分別智到行捨智以心、心所、色為所緣；於

種姓心時取涅槃為所緣，屬欲界心。種姓心之後生起出世間
的道心。 

（3）道心的所緣是涅槃，以四道心依次根除煩惱。 

※觀禪的觀智是欲界智相應善心，所緣是心、心所、色法。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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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10：觀智和道心及其心所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9.23 
 

八十九心（含 59美心） 

54欲界心 

12 不善心 

8貪根心 

2瞋根心 

2痴根心 

18 無因心 

7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3[無因]唯作)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24 欲界美心 

8欲界善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果報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唯作心 

15色界心 

5色界善心  

5色界果報心  

5色界唯作心  

12無色界心 

4無色界善心 

4無色界果報心       [以上共 19種結生心,詳見 p.60] 

4無色界唯作心 

8出世間心 
4道心  

4果心 

 

【引言】 

（1）心，分成欲界心、色界心、無色界心、出世間心。 
（2）欲界心，分成不善心、無因心和欲界美心。 

欲界美心又分欲界善心、善果報心、唯作心。 

觀禪（內觀）中的觀智，是欲界智相應善心。 
（3）出世間心，分成道心與果心。 

◎以下探究屬於欲界智相應善心的觀智和出世間的道心及

其心所，兼及因果關係。這是觀禪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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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間心與出世間心 
◎「世間」有三個層面：有情世間、物質世間、行法世間，

即有為名色法的整體。於此有關的世間是「行法世間」，即

一切包括在五取蘊之內的世間法。超越有為法界的是無為界
涅槃，而緣取及認知涅槃的心即是出世間心，有四道心和四

果心。其他三種心（欲界心、色界心、無色界心）則名為世

間心。 
◎禪修者運用欲界善心，提升成色界心、無色界心和出世間

心，有止禪（奢摩他）和觀禪（毗婆舍那）之分。 

◎道心與果心是通過修習觀禪而證得。這種禪法涉及提昇慧
根。禪修者以觀智持續地觀照名法與色法的生滅，得以知見

無常、苦、無我的實相。當這些觀智完全成熟時，它們即會

導致道心與果心生起。 
 

二、意門心路過程的七個速行心 

◎禪修者精勤修習觀禪時，有「觀禪心路過程」，最後要證
悟時，有「道果心路過程」。其中都有七個速行心，於道果

心路過程中特別列出七個術語和功能。 

【1】觀禪的心路過程： 
有分心→意門轉向→七個善速行心→有分心 

【2】禪修者成就行捨智（第十一觀智）後，繼續觀照每一

行法的壞滅，並發起從它們解脫的願望；禪修者（分鈍根與
利根）定慧成熟時，生起證悟道果的心路過程： 

○鈍根者：有分心→意門轉向→1 遍作→2近行→3 隨順→4

種姓→5道心→6果心→7果心→有分心。 
○利根者：有分心→意門轉向→1 近行→2隨順→3 種姓→4

道心→5果心→6果心→7果心→有分心。（利根者無遍作，

多一果心） 
○以下以鈍根者作解說。 

【說明】道果心路過程（鈍根者） 

意門轉向：屬於唯作心，把心轉向目標。 
1.遍作：第一個速行心，預備作業。 

2.近行：第二個速行心，接近於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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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隨順：第三個速行心，順著生滅智至行捨智的作用，且順
著其後的道智的作用，是最後一個以諸行法為所緣的觀智，

取無常、苦、無我三相之一。(1)遍作(2)近行(3)隨順構成

第十二觀智：隨順智。 
4.種姓：第四個速行心，抑制五蓋。種姓心還是欲界心，但

取涅槃為目標，但不能斷除煩惱。這是將凡夫種姓提升為聖

者種姓的第十三觀智：種姓智。 
◎以上四個速行心屬欲界智相應善心，具有無貪、無瞋、無

痴三美根。 

5.道心：第五個速行心，以涅槃為所緣，這是能摧毀相應煩
惱的第十四道智。道心屬於出世間安止定。道心同時執行與

四聖諦有關的四種作用：遍知苦、斷除渴愛（苦之因）、證

悟涅槃（苦之滅盡）及開展八聖道。 
6.7.果心：第六和第七個速行心，以涅槃為所緣，這是第十

五果智。果心也是出世間安止定，是出世間的果報心。 

○其後生起第十六省察智。有五種不同的省察：1)省察道智，
2)省察果智，3)省察已斷除的煩惱，4)省察尚未斷除的煩惱，

5)省察涅槃。 

○此時禪修者成為預流聖者，成就四聖諦智，並且親證涅槃，
內心解脫身見、疑、戒禁取。繼續如此修行，將能證悟阿羅

漢果。 

※以下討論道果心路過程中的諸心所。 
◎眾生 52心所，分四類： 

【1】七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

命根。 
【2】六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3】十四不善心所：邪見、疑、嫉、慳；瞋、惡作、｛欲

貪；色貪、無色貪｝、慢、無慚、無愧、痴（無明）、掉舉、
昏沉、睡眠。 

【4】二十五美心所，分四組： 

十九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
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

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

心正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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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 
二無量心所：悲、隨喜。 

一慧心所：無痴。 

 
三、道果心路過程中的心所 

以純觀鈍根行者作說明 

【1】意門轉向心有 11心所 
7 個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4 個雜心所：尋、伺、精進、勝解。 

【2】遍作、近行、隨順、種姓有 33心所[悅俱智相應善心] 
7 個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6 個雜心所：尋、伺、喜、欲、精進、勝解。 

19個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
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

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

心正直性。 
1 個慧。 

【3】初禪道心、果心有 36心所 

◎上面 33心所，加上正語、正業、正命三個離心所。 
【說明】三離心所、悲與隨喜心所 

於出世間心（道心與果心），三離心所必定存在。 

在道心裡，三離心所是八聖道中的三道支，各自執行斷除造
邪語、邪業、邪命傾向的作用。 

在果心裡，它們出現為道心完成其作用之後的「清淨語、清

淨業、清淨命」。諸聖者連「我將殺生」的念頭也不會有。 
○悲與隨喜心所不能出現於出世間心，因為它們緣取有情的

概念為目標，而道心與果心則緣取涅槃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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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預流道心，能徹知四聖諦，執行四種作用： 

1.了知苦諦：了知五取蘊。 

2.斷除集諦：斷除導致投生至四惡道的渴愛。 
3.體證滅諦：體證無為涅槃。 

4.開展道諦，具足出世間的八聖道： 

正見：了知涅槃。 
正思惟：將心投入涅槃。 

正語、正業及正命：各自執行斷除造邪語、邪業、邪命的傾

向。 
正精進：努力於了知涅槃。 

正念：明記不忘涅槃。 

正定：心一境性於涅槃。 
只有聖者才能透過道心徹知四聖諦。當他證到阿羅漢道心後，

徹底終止了生死輪迴。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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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11：聖者的心及其心所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09.30 
 

【引言】 

（1）禪修者初次生起道心，滅除「身見」，即成為聖者，
不再退轉。聖者與凡夫相對。 

（2）禪修者生起四次道心後，依次滅除身見等十結，成為

四種聖者：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 

（3）四道心與四果心是出世間心。 

◎以下探究四種道心和四種聖者，兼及阿羅漢的心、心所。 

 
一、道心所滅除的煩惱 

1 預流道心、2 一來道心、3 不還道心、4阿羅漢道心 

【1】十結 
1 道心：身見、疑、戒禁取。 

3 道心：瞋恚、欲貪。 

4 道心：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 
【2】十四不善心所 

1 道心：邪見、疑、嫉、慳。 

3 道心：瞋、惡作、｛欲貪｝。 
4 道心：｛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痴（無明）、無慚、

無愧、昏沉、睡眠。 

【3】十二種不善心 
1 道心：四個邪見相應的貪根心[悅俱捨俱/無行有行]、一個

疑相應的痴根心。 

3 道心：二個[憂俱]瞋恚相應心[無行/有行]。 

4 道心：四個邪見不相應貪根心[悅俱捨俱/無行有行]、一個

掉舉相應痴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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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種聖者 
四種聖者是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聖者。 

【1】預流者（須陀洹） 

「預」是進入，「流」是八聖道分：正見、正思維、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於四漏，預流者斷除了「邪見漏」。 

預流者有三種： 
一、極七返有者：在證得阿羅漢果之前最多再投生於人間與

天界七次的預流者。 

二、家家者：在證得阿羅漢果之前再投生於人間或天界兩次
或三次的預流者。 

三、一種子者：只再投生一次即證得阿羅漢果的預流者。 

【2】一來者（斯陀含） 
一來者有五種： 

一、人間證得一來果者，再投生人間後，於人間證入涅槃。 

二、人間證得一來果者，再投生天界後，於天界證入涅槃。 
三、天界證得一來果者，再投生天界後，於天界證入涅槃。 

四、天界證得一來果者，再投生人間後，於人間證入涅槃。 

五、人間證得一來果者，投生於天界後，直至壽元盡時再投
生於人間，並於人間證入涅槃。 

◎當知一種子預流者只再投生一次，此處第五種一來者則再

投生兩次，但還是被稱為一來者，因為他只回到人間一次。 
【3】不還者（阿那含）死後必定化生到色界天。經上第四

禪天有廣果天、無想有情天及淨居天。淨居天分五層：無煩

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及色究竟天。擁有第四禪那的
不還者才能投生到淨居天，擁有較低層次禪那的不還者則投

生到較低層色界天。不還者有五種： 

1.中般涅槃：生到色界天後，不還者還未活到其壽元的一半
時，證得阿羅漢果。[如：第二禪光音天的壽元是八大劫；

無煩天的壽元是一千大劫；無熱天的壽元是兩千大劫。] 

2.生般涅槃：生到色界天後，不還者活了超過其壽元的一半
後或到臨死時，證得阿羅漢果。 

3.4.有行/無行般涅槃：生到色界天後，不還者以有行(加

行)/無行(不加行)證得阿羅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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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流至色究竟天者：不還者生到無煩天後，層層往上投生，
直至色究竟天，然後在色究竟天證得阿羅漢果。 

1.信根最強的不還者投生到無煩天； 

2.精進根最強的不還者投生到無熱天； 
3.念根最強的不還者投生到善現天； 

4.定根最強的不還者投生到善見天； 

5.慧根最強的不還者投生到色究竟天。 
於四漏，不還者斷除了「欲漏」。 

【4】阿羅漢 

於四漏，斷除了「有漏」與「無明漏」，故阿羅漢又稱「漏
盡者」。 

阿羅漢有慧解脫阿羅漢和俱解脫阿羅漢二類，俱解脫阿羅漢

於禪定無有障礙。 
 

三、阿羅漢的心所 

◎眾生 52心所，分四類： 
【1】七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

命根。 

【2】六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3】十四不善心所： 

【初果所斷】：邪見、疑、嫉、慳； 

【三果所斷】：惡作、瞋、｛欲貪； 
【四果所斷】：色貪、無色貪｝、慢、痴（無明）、掉舉、

無慚、無愧、昏沉、睡眠。 

【4】二十五美心所，分四組： 
十九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

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

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
心正直性。 

三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 

二無量心所：悲、隨喜。 
一慧心所：無痴。 

◎阿羅漢完全滅除了 14 不善心所，剩下 38心所。 

※以團隊來看自性清淨心和佛性。[組成＋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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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心（阿羅漢 44種心） 

54欲界心 

12 不善心 

8貪根心 

2瞋根心 

2痴根心 

18 無因心 

7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3[無因]唯作)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24 欲界美心 

8欲界善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果報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唯作心 

15色界心 

5色界善心  

5色界果報心  

5色界唯作心  

12無色界心 

4無色界善心 

4無色界果報心      [以上共 19種結生心,詳見 p.60] 

4無色界唯作心 

8出世間心 
4道心 

4果心(初果、二果、三果果心、阿羅漢果心) 

 
四、阿羅漢的 44種心 

阿羅漢已根除無明，他的速行是無記心，不再生起任何善心

與不善心（無明滅則行滅）。阿羅漢可體驗 44種心： 
【1】十八種欲界無因心： 

●7不善果報心：（1-4）捨俱眼識、耳識、鼻識、舌識；（5）

苦俱身識；（6-7）捨俱領受、推度。 
●8無因善果報心：（1-4）捨俱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5）樂俱身識；（6-7）捨俱領受、推度；（8）悅俱推度。 

●3無因唯作心：（1）捨俱五門轉向心，（2）捨俱意門轉
向心；（3）悅俱無因生笑心。 

【2】八種欲界有因善果報心： 

1-4.[悅俱/捨俱]智相應[無行/有行]心。 
5-8.[悅俱/捨俱]智不相應[無行/有行]心。 

【3】八種欲界[有因]唯作心： 

1-4.悅俱[智相應/智不相應][無行/有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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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捨俱[智相應/智不相應][無行/有行]心。 
【4】五種色界唯作心： 

1.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唯作心。 

2.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唯作心。 
3.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唯作心。 

4.樂、一境性俱第四禪唯作心。 

5.捨、一境性俱第五禪唯作心。 
【5】四種無色界唯作心： 

1.空無邊處唯作心。2.識無邊處唯作心。 

3.無所有處唯作心。4.非想非非想處唯作心。 
【6】一種出世間阿羅漢果心。 

※阿羅漢五微笑心：4 欲界悅俱[有因]唯作心、1無因生笑

心。 
 

五、結語 

1.阿羅漢平常生起的心是世間心，包括唯作心、不善和善果
報心，只有入阿羅漢果定，才會生起屬於出世間的果心。 

2.阿羅漢不再生起任何善心與不善心，但仍會體驗七種不善

果報心：（1-4）捨俱眼識、耳識、鼻識、舌識（5）苦俱身
識（6-7）捨俱領受心、推度心。 

3.不善業成熟時，人們（包含阿羅漢）會遇到不可喜所緣，

以及生起認知該所緣的不善果報心。該果報心自動地會與該
所緣的自性相符。《有部毘奈耶》偈語：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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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12：89 心中的因果與體驗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10.07 

 

八十九心 29 善不善心[因]→32善不善果報心[果] 

54欲界心 

12 不善心 

8貪根心 

2瞋根心 

2痴根心 

18 無因心 

7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3[無因]唯作)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24 欲界美心 

8欲界善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果報心)4 智相應、4 智不相應 

8欲界唯作心 

15色界心 

5色界善心  

5色界果報心  

5色界唯作心  

12無色界心 

4無色界善心 

4無色界果報心     [以上共 19種結生心,詳見 p.60] 

4無色界唯作心 

8出世間心 
4道心 

4果心 

 
一、業與果報心 

89心中，其中世間心的因果關係： 

29世間善不善心（因）→32世間善不善果報心（果） 
◎29 種世間善不善心[分解]： 

12欲界不善心＋8 欲界善心（4智相應＋4智不相應） 

＋5色界善心＋4無色界善心。 
◎32 種世間善不善果報心[分解]： 

7 無因不善果報心＋8 無因善果報心＋8有因善果報心 

＋5色界善果報心＋4 無色界善果報心。 
◎32 種世間果報心中，有 19 種可作結生心： 

1 無因不善果報心、1 無因善果報心＋8有因善果報心 

＋5色界善果報心＋4 無色界善果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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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欲界不善心及其果報心 

【1】欲界不善心有 12種： 

8 貪根心和 2瞋根心是二因心； 
2 痴根心是一因心（只有痴因）。 

○掉舉相應的痴根心是最弱的不善心，不能產生結生心，其

餘 11種不善心都能產生不善果報捨俱推度心，令有情於四
惡趣結生。 

【2】欲界不善果報心有 7種，都是無因心： 

捨俱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苦俱身識、捨俱領受、 
捨俱推度心。 

◎若有情的結生作用是由不善果報捨俱推度心執行，該有情

的結生心即是無因。 
 

三、欲界善心及其果報心 

【1】欲界善心有 8種： 
四種智不相應善心是二因心，四種智相應善心是三因心。 

【2】欲界善果報心分成無因與有因二類： 

1.欲界 8 善心的無因善果報心 8 種：捨俱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樂俱身識、捨俱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2.欲界 8 善心的有因善果報心 8 種：四種智不相應[有因]善

果報心是二因心，四種智相應[有因]善果報心是三因心。 
【3】欲界善果報心與結生心： 

1.若有情的結生作用是由無因善果報捨俱推度執行，該有情

的結生心即是無因。 
2.若有情的結生作用是由四種智不相應[有因]善果報心之

一執行，其結生心即是二因。 

3.若有情的結生作用是由四種智相應[有因]善果報心之一
執行，其結生心即是三因。 

◎善業可分為殊勝與低劣兩種（更細的考量） 

依產生果報的能力，善業可分為兩種：殊勝與低劣。 
1.殊勝的善業是由清淨的心所造，而且在造業前後皆有良好

的動機；例如佈施前後都感到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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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劣的善業：若在造善業之前後，心受到煩惱污染，譬如
貶低他人、行善之後後悔。 

殊勝善業與低劣善業的果報心，導致品質不同的結生心。 

 
四、19種結生心 

【1】欲界惡趣結生無因 1種 

不善心的[無因]不善果報捨俱推度心一種，能成為投生至惡
趣的無因結生心。 

【2】欲界善趣結生無因 1種、有因 8種 

1.低劣四智不相應善心的[無因]善果報捨俱推度心一種，能
成為欲界善趣裡瞎眼等先天殘缺的人、某些地神與墮苦處阿

修羅的無因結生心。 

2-5.殊勝四智不相應善心和低劣四智相應善心的[有因]善
果報心四種，能成為欲界善趣的二因結生心。 

6-9.殊勝四智相應善心的[有因]善果報心四種，能成為欲界

善趣中身心健全的人和欲界天神、有學聖者的三因結生心。 
【3】色界結生三因 5種 

1.初禪果報心生起於初禪地成為初禪天的結生心；（依北傳，

大梵天屬無尋唯伺，為初禪頂，屬初禪地） 
2-3.第二及第三禪果報心生起於第二禪地。 

4.第四禪果報心生起於第三禪地。 

5.第五禪果報心生起於第四禪地成為第四禪天的結生心。 
◎另有無想有情天，以色法為其結生，結生後直至死亡只有

色法在生滅，今不計入。 

【4】無色界結生三因 4 種 
1.第一無色禪果報心在第一無色禪地裡生起為第一無色禪

天的結生心。 

2-4.第二、第三、第四無色禪果報心亦於各自的界執行結生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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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欲界有情能體驗的心 
◎心路過程心：心路過程中活躍的心，有五門轉向、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領受、推度、確定[意門轉向]、

速行、彼所緣。不同欲界有情能體驗的活躍的心如下。 
【1】投生惡趣無因結生心者能體驗 37種心 

12不善心＋8 欲界善心＋2 轉向心＋7 無因不善果報心（五

識、領受、捨俱推度。捨俱推度生起為彼所緣）＋8無因善
果報心（＋悅俱推度）。 

【2】投生善趣二因或無因結生心之凡夫能體驗 41 種心 

12不善心＋8欲界善心＋2轉向心＋7無因不善果報心＋8無
因善果報心＋4欲界智不相應善果報心（生起為彼所緣）。 

【3】三因結生心之凡夫能體驗 54 種心 

12不善心＋8欲界善心＋2轉向心＋7無因不善果報心＋8無
因善果報心＋8欲界有因善果報心（生起為彼所緣） 

＋5色界善心＋4無色界善心。 

(未有禪那者，則須減去未證得的禪那心) 
【4】預流聖者或一來聖者能體驗 50種心 

7 不善心（無四個邪見相應及一個疑相應）＋8欲界善心+2

轉向心＋7無因不善果報心＋8無因善果報心＋8欲界善果報
心 

＋5色界善心＋4無色界善心＋1 預流或一來果心（生起為速

行）。 
【5】不還聖者能體驗 48 種心 

5 不善心（又無二個瞋恚相應）＋8欲界善心+2轉向心＋7

無因不善果報心＋8無因善果報心＋8 欲界善果報心（生起
為彼所緣） 

＋5色界善心＋4無色界善心＋1 不還果心（生起為速行）。 

【6】阿羅漢能體驗 44種心 
8欲界唯作心+2轉向心＋1生笑心＋7無因不善果報心＋8無

因善果報心＋8欲界善果報心（生起為彼所緣） 

＋5色界唯作心＋4無色界唯作心＋1 阿羅漢果心（生起為速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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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1】依據《阿毗達摩論》，善心與不善心都是「業」。業

是與善心或不善心相應的思心所。眾生所造的業是「因」，

由於業的成熟而生起的心是「果報心」。 
【2】89心中，心的因果關係： 

世間心：29善不善心（因）→32 善不善果報心（果） 

出世間心：4道心（因）→4果心（果） 
其餘就是不屬因果的 20 唯作心： 

3 無因唯作心（五門轉向、意門轉向、生笑心）； 

8 欲界唯作心、5色界唯作心、4 無色界唯作心。 
【3】89心中，凡聖能體驗之心雖有不同，但有其規律。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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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13：十二緣起的要義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10.14 

 

一、緣起中的因果 
※在十二緣起裡只說一法是另一法的緣，這只是指出在一組

緣中最主要的緣，以及與一組果中最主要的果之間的關係。 

※12 緣起顯現惑[煩惱輪]、業[業輪]、苦[果報輪]： 
[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 

→[愛取]→[有]→[生、老死] 

※89 心中的世間因果： 
無明→行[29善不善業]→識[32 果報心]（見複習） 

愛取→有[29善不善業]→生[32 果報心及業生色] 

【複習】常見的三組心 
◎29 種世間善不善心： 

12欲界不善心＋8 欲界善心 

＋5色界善心＋4無色界善心。 
◎32 種世間善不善果報心＝雙五識＋22果報意識： 

7 無因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 

＋8無因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悅俱推度] 
＋8有因善果報心 

＋5色界善果報心＋4 無色界善果報心。 

◎19 種結生心： 
1 無因不善果報心[捨俱推度] 

＋1無因善果報心[捨俱推度] 

＋8有因善果報心 
＋5色界善果報心＋4 無色界善果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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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緣起的要義 
【1】無明緣行：以無明為緣，生起行[業] 

「無明」：不知四聖諦。 

「行」是與 29 種善及不善心相應的思心所： 
a.福行：8 欲界善心及 5色界善心裡的思。 

b.非福行：12 不善心裡的思。 

c.不動行：4無色界善心裡的思。 
◎無明是產生善與不善行的主要緣。無明在不善業裡很顯著，

而在善業裡則是潛伏性地存在。 

【2】行緣識：以行[業]為緣，生起果報識 
「行」是 29 種善與不善思。 

「識」在此專指果報識，即 32種果報心。 

a.臨死時，累積在心流裡特強的一個業[行]，在下一世會產
生 19種結生心之一。b.在隨後的生命期裡，其他以往所累

積的業[行]也能夠產生其他種類的果報心。 

【3】識緣名色：以識[果報]為緣，生起名色 
「識」：此處指 a.果報識以及 b.前世的業識兩者。 

此果報識指結生識。業識指前世的善不善業。 

「名」：a.與果報識相應的諸心所（受、想、行）。 
「色」：b.前世的善不善業所產生的業生色。 

於五蘊結生時，以人為例，當結生心在結生那一剎那，同時

也生起了受、想、行三名蘊以及 30個業生色（身十法聚、
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身十法聚：地、水、火、風、

色、香、味、食素、命根、身淨色。餘類推。 

【4】名色緣六處：以名色為緣，生起六處 
「名」：與果報識相應的諸心所。 

「色」：業生色。以人為例，剛結生時的 30 個業生色是身

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 
「六處」：五色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1.五色處，指[身內]五淨色：眼淨色、耳淨色、鼻淨色、舌

淨色、身淨色。以業生色為緣生起五色處：以結生時的 30
個業生色為緣，其後生起屬於業生色的[身內]五淨色。 

2.意處，指 32 種果報心：果報雙五識與 22種果報意識。 

3.在欲地，以名色為緣，生起所有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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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色地，以名色為緣，只生起眼、耳及意三處。 
5.在無色地，只以「名」為緣生起意處，因為其地沒有五色

處。 

【5】六處緣觸：以六處為緣，生起觸 
「六處」：五色處（五淨色）及意處（32 種果報心[雙五識

及 22種果報意識]）。 

「觸」：是與 32果報心相應的觸心所，有眼觸、耳觸、鼻
觸、舌觸、身觸和意觸。 

1.「眼觸」：生起於眼處的觸，它是眼淨色、色所緣及眼識

相聚於一處[眼淨色]而生起。耳觸等類推。 
2.「意觸」是雙五識之外的 22種果報意識相應的觸心所。 

【6】觸緣受：以觸為緣，生起受 

「觸」：識與目標（外六處）接觸，而在它們接觸時必定會
有某種緣於觸而生起的感受。 

「受」有六種：眼觸生受、耳觸生受、鼻觸生受、舌觸生受、

身觸生受及意觸生受。 
受依據其處（內六處）及目標可以是樂受、苦受或捨受。 

【7】受緣愛：以受為緣，生起愛[煩惱] 

「受」：樂受、苦受、捨受三種受。 
「愛」：依其目標（外六處）而分別有六種愛：色愛、聲愛、

香愛、味愛、觸愛及法愛。每種又分三種愛： 

a.欲愛：純粹渴愛欲樂； 
b.有愛：渴愛存有，即含有常見的渴愛； 

c.無有愛：渴愛斷滅，即含有斷見的渴愛。 

事實上，以接觸目標（外六處）而生起的受為緣，而生起了
愛： 

a.若人體驗到樂受，就會享受該樂受，而他追求該目標的目

的純粹只是因為它能夠激起樂受。 
b.當他體驗到苦受時，會渴望脫離苦，以及渴望會有某種樂

受取代它。 

c.捨受的本性是寧靜的，而這也能成為渴愛的目標。 
【8】愛緣取：以愛為緣，生起取 

在究竟界上，所有不同種類的愛都是貪心所。 

「取」有四種：a.欲取；b.邪見取；c.戒禁取；d.我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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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欲取是貪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於欲取，對目標（欲樂、
世間之物）起始的貪名為愛，而強化了的貪則名為取。 

b.邪見取、c.戒禁取、d.我語取：是邪見心所的呈現方式。

緣生邪見的貪，名為愛。（邪見相應的貪） 
在受到該貪的影響之下而接受的邪見則名為取。 

b.邪見取是執取斷見等邪見，或執取有關「世界是永恆還是

不永恆」等臆測之見。這些離不開常見與斷見兩端。 
c.戒禁取是認為實行儀式或修苦行及其種種戒禁，能夠導向

解脫。 

d.我語取是執著身見，認為五蘊是我或我所。 
【9】取緣有：以取[煩惱]為緣，生起有[業有] 

「有」有兩種：業有與生有。 

a.業有：29種善不善思，或能夠產生新一世的 29善不善業。 
b.生有：32種果報心、它們的相應心所及業生色。 

【10】有緣生：以業有為緣，生起生有[果報] 

「業有」：即善與不善業，是使未來世發生的主要緣。 
「生」：指新一世的 32 世間果報心、其相應心所及業生色

生起於一生存地。若以三因結生為人，其結生心同時生起 33

心所，和 30色法（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 
【11】生緣老死：以生為緣，生起老死[果報] 

1.一旦有了生，老死已是無可避免，且在生與死之間會生起

其他苦，例如愁、嘆、苦、憂及惱。這一切苦的根源就是生，
所以生是它們的主要緣。 

2.生與老死是名色法之相，而不是究竟法。它們所代表的究

竟法是「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個緣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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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1】12緣起顯示[惑→業]→[苦]： 

【無明→29業行】→【32 果識→名色→六處、觸、受】→

【愛取→29業有】→【生有→老死】 
業有屬此世的「有」；生有屬下世的「生」。 

【2】眾生由於無明，造作了非福行、福行、不動行，生起

果報識而輪迴三界。要出輪迴，就要滅除無明。要滅除無明，
就要修習佛法不共的觀禪。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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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14：從臨終到出生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10.21 

 

【引言】生死輪迴 
無明緣行：眾生在無明的蒙蔽下，造作種種不善行與善行。

有三種行： 

1.非福行：不善心裡的思，導致投生惡趣。 
2.福行：a.欲界善心裡的思，導致投生人天善趣；b.色界善

心裡的思，導致投生色界天趣。 

3.不動行：無色界善心裡的思，導致投生無色界天趣。 
如此眾生在無明的蒙蔽下，不斷在三界內生死著，有「心的

相續流」和「色的相續流」。 

 
一、心的相續與臨終 

結生心→有分心→心路過程→有分心→心路過程→有分心

→心路過程→……有分心→臨終心路過程→死亡心 
◎每人一生的心流中，有活躍的心和不活躍的心。活躍的心

是心路過程，有五門心路過程和意門心路過程。不活躍的心

是離心路過程，有結生心、有分心和死亡心。 
1.五門心路[眼門為例]：有分→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

度→確定→速行心→彼所緣→有分。 

2.意門心路：有分→意門轉向→速行心→彼所緣→有分。 
速行心時造善不善業，留下業的潛力，引生未來果報心。 

3.凡夫臨終時，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稱作「臨終心路過程」。

在臨終速行之後，有時生起彼所緣，有時生起有分，而最後
生起的是死亡心。緊接著是生起下一世的結生心，這是善不

善業的果報心，如此心的相續流到下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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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終到新一世的結生 
【1】臨終心路過程和所緣 

◎【五門臨死心路】(舉例) 

有分→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5速行→死亡
心 

◎【意門臨死心路】(舉例) 

有分→意門轉向→5速行→彼所緣→彼所緣→死亡心 
◎凡夫的臨死速行心弱，只有 5 個心識剎那，缺少造業的能

力，只是作為過去業成為令生業的管道。有三種所緣（目標）

之一會呈現於臨死速行心（而不是死亡心）： 
1.業：過去所造的善業或惡業。 

2.業相：是與即將成熟而導致下一世投生至何處的善業或惡

業有關的目標或影像，或是造該業的工具。例如：虔誠的信
徒可能會看到比丘或寺院的影像；醫生可能會看到病人的影

像；而屠夫則可能聽到被宰殺的牛的哀號或看到屠刀。 

3.趣相：這是臨終者下一世將投生的去處，例如：欲界天界
的宮殿、畜生界的田野、地獄之火。 

◎上一世臨死心路過程結束後，最後一個心是死亡心，執行

死亡作用，命根即被切斷，緊接著生起新一世的結生心。此
世臨死速行的目標，即成為下一世結生心的目標。 

【2】下一世結生心的目標（所緣） 

1.對於欲界結生，若結生心的目標是「業」，它必定是「過
去所緣」，而且是通過意門識知。若結生心的目標是「業相」

或「趣相」，該目標是現在所緣或過去所緣。「趣相」常是

呈現於意門的現在色所緣，但也可以是地獄眾生的哀號、天
界的音樂與香味等。 

2.對於色界結生，其所緣是概念（似相）且必定是業相。 

3.對於無色界結生，其所緣是概念或廣大心：第一無色界結
生心的目標是空無邊的概念。第二無色界結生心的目標是第

一無色界禪心。第三無色界結生心的目標是無所有的概念。

第四無色界結生心的目標是第三無色界禪心。這些目標都屬
於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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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一期生命的生與死 
結生心是新一期生命的「第一個心」，其後心流如下： 

結生心→16 有分心→意門心路過程[意門轉向→7個有欲速

行心]→有分心→心路過程→有分心→心路過程…→死亡心 
【1】若以[悅具智相應]三因投生為人，其結生心具有 33 個

心所（7個遍一切心所，6 個雜心所，19個遍一切美心所，1

個慧心所）和三種色聚（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
聚，見後）。在 33個心所中有一個名命根。在三種色聚中

都有一個命根色。由於具有名命根和命根色，所以具有「生

命」。 
【2】新一世的結生心滅後，即刻有 16個有分心生起，接著

生起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其中 7 個有欲速行心是欲界邪見

不相應無行貪根心，貪著新生命，取結生心為所緣。這第 1
個意門心路過程結束後，有分心再次生滅，其後又生起心路

過程、有分心…直至死亡心生起。生命一期又一期如此輪迴

著。 
 

四、色法的生起與色聚 

【1】色法的生起 
1.業生色的起源是過去善不善心裡的「思心所」。29 種善不

善業中，能產生色法的 25種業是：12不善心、8欲界善心、

5 色界善心裡的思心所。而四無色界善心裡的思心所，只能
產生無色界結生心，但不能產生業生色。 

2.心生色：從第一個有分心開始，除了四無色界果報心與雙

五識之外的 75 種心都會產生心生色，但只有在「生（小剎
那）」時才能產生心生色。 

3.時節生色：從結生心的住時開始，業生色聚裡的「火界」

能開始產生時節生色。此後，一切色聚裡的火界都能在住時
產生時節生色。外在無生命物的火界也能產生時節生色。 

4.食生色：從食物吞下開始，在受到消化之火支助下，食物

裡屬於時節生色聚的食素即能產生食生色。 
【2】二十一種色聚 

色法不會單獨生起，必須組合成色聚才能生起。在一粒色聚

裡的所有色法都同生同滅，它們都擁有同一個依處，即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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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大元素。四大元素是所造色的近因。任何一個元素的近
因則是其他三大元素。它們從生至滅都同時發生。 

○在一切的色聚裡都有「八不離色」：四大元素與顏色、香、

味及食素。有二十一種色聚： 
1.業生色聚有九種：眼十法聚、耳十法聚、鼻十法聚、舌十

法聚、身十法聚（八不離色、命根色及身淨色）、男或女性

根十法聚（八不離色、命根色及性根色）、心色十法聚（八
不離色、命根色及心色）、命根九法聚（八不離色及命根色）。 

2.心生色聚有六種：八不離色、身表九法聚等。 

3.時節生色聚有四種：八不離色、聲九法聚等。 
4.食生色聚有二種：八不離色、輕快性十一法聚。 

 

五、色的相續流 
【1】新一世的第一個心是結生心。若以[悅具智相應]三因

投生為人，其結生心具有 33 個心所和三種色聚（身十法聚、

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此後，在生命期裡，會漸次生
起眼十法聚、耳十法聚等。 

【2】色法的壽命是十七個心識剎那。一心識剎那有三個小

剎那：生、住及滅。在欲界以四個方式生起色相續流：業生
色的續流從結生那一刻開始；心生色的續流從第二個心識剎

那開始；時節生色的續流從結生心的住時開始；食生色的續

流從食素傳到時開始，有如河水之流不斷流下去，直至臨終
時，在死亡心之前的第十七個心的住時開始，業生色即不再

生起。在其前生起的業生色會繼續存在直至死亡的那一剎那，

然後滅盡。隨後，心生色與食生色也滅盡。此後，在屍體裡，
只是時節生色的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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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1.無明所繫的眾生，不斷造作善不善行，而有一世世的結生

心、有分心、心路過程到死亡心依次生起，如此在三界輪迴

著。 
2.無明滅則行滅：眾生唯有經由修習觀禪，生起道心，滅除

無明，才能從生死輪迴中解脫出來。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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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15：心性本淨與客塵所染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10.28 

 

【引言】 
1.心性本淨和客塵所染，源自佛陀初期的開示，其後印度佛

教的不同宗派對此有不同的解說。 

佛教的宗派：上座部、大眾部、說有部、犢子部、中觀宗、
唯識宗、如來藏系等。 

2.今依據《阿毗達摩論》的 52心所和 89 心，來釐清心性本

淨和客塵所染的要義。在修心方面，也順著《阿毗達摩論》
的觀禪，解釋如何從客隨煩惱獲得解脫。 

 

一、心、心所與涅槃 
1.在《阿毗達摩論》共有四種究竟法：心、心所、色、涅槃，

分成 89 心、52 心所、28 色、1涅槃。 

心、心所、色是有為的究竟法。 
涅槃是無為的究竟法，有時安立同義詞：空性、真如。 

2.心的特相是識知目標（對象、所緣）。心與心所之間的關

係有如國王與大臣。一切心所與心同生、同滅，緣取同一目
標。一般通說的心，包含心王（識）和心所。 

3.能觀的心、意、識是剎那生滅的有為法。《雜阿含 290經》：

「彼心、意、識，日夜時剋，須臾不停，種種轉變，異生異
滅。」《相應部因緣相應 62 經》：「凡被稱為心、意、識者，

它日夜地都生起一個，滅去另一個。」 

4.所觀的對象，可以是有為法或無為法。無為法只能作所觀
或所緣，不能作能觀。例如：涅槃可作種姓智、道心、果心

的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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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性本淨與客塵所染 
【1】經典依據 

《增支部．一集》中，佛陀說： 

「諸比丘！心者，是極光淨者，卻為客隨煩惱所雜染，而無
聞之異生，不能如實解，故我言無聞之異生不修心。」 

「諸比丘！心者，是極光淨者，能從客隨煩惱得解脫，而有

聞之聖弟子，能如實解，故我言有聞之聖弟子修心。」 
經文重點 

1.心有主客二部分：極光淨心（主）與客隨煩惱（客）。 

2.無聞異生的極光淨心，為客隨煩惱所雜染，故異生有客隨
煩惱與極光淨心二部分。 

有聞聖弟子的極光淨心，從客隨煩惱解脫後，此時只有極光

淨心一部分。 
3.異生：無聞、不能如實解、不修心。 

聖弟子：有聞、能如實解、能修心。 

【2】心所的分類 
論上的 52心所分三類：13通一切心所、25美心所、14 不善

心所。 

（1）13通一切心所：7 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
一境性、名命根]＋6雜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喜、欲]。 

（2）25美心所：19遍一切美心所[信、念、慚、愧、無貪、

無瞋、中捨、身輕安、心輕安、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
軟性、心柔軟性、身適業性、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

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1 慧心所＋3離心所[正語、正

業、正命]＋2 無量心所[悲、隨喜]。 
（3）14 不善心所：[邪見、疑、嫉、慳；瞋、追悔、貪、慢、

昏沉、睡眠、掉舉、無慚、無愧、痴]。 

【3】心的主客二部分 
（1）極光淨心（主）＝1心王（識）＋13 通一切心所＋25

美心所。 

＝1心王＋13 通一切心所＋19 遍一切美心所＋1慧心所＋3
離心所＋2 無量心所。（共 38心所） 

（2）客隨煩惱（客）＝14 不善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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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立名言 
●極光淨心＝1心王＋13 通一切心所＋19 遍一切美心所＋1

慧心所 

＋3離心所＋2 無量心所。（共 38 心所） 
＝1心王＋33 信慧組心所＋3離心所＋2無量心所。 

○極光淨心＝心性本淨、自性清淨心、佛性、如來藏。 

○極光淨心（心性本淨、自性清淨心等）是一團隊，不是單
一成份。 

●客隨煩惱＝14不善心所。 

○客隨煩惱＝客塵。 
此處極光淨心和客隨煩惱所雜染，就是心性本淨和客塵所

染。 

【5】重要性質 
◎眾生無始就具有極光淨心（心性本淨）及客隨煩惱（客塵）

二部分，都是生滅的有為法。 

◎眾生無始本具的是因位極光淨心、因位心性本淨、因位自
性清淨心、因位佛性、因位如來藏、本覺，是有為法。 

◎行者在內外因緣的配合下，可以不斷提升因位極光淨心的

品質和能力，最後生起道心，滅除客隨煩惱，獲得果位極光
淨心、果位心性本淨、果位自性清淨心、果位佛性、果位如

來藏、究竟覺。 

 
三、從客隨煩惱解脫的要件 

經文：「諸比丘！心者，是極光淨者，能從客隨煩惱得解脫，

而有聞之聖弟子能如實解，故我言有聞之聖弟子修心。」 
解釋： 

有聞，指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實解，指如理作意。 

修心，指法隨法行，即修觀禪。 
修心的結果：能從客隨煩惱得解脫。 

可知解脫的要件是四預流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

意、法隨法行。 
經典依據： 

《相應部‧預流相應》中，佛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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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有這四法，已修習、已多作，轉起預流果的作證，
哪四法呢？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比

丘們！這是四法，已修習、已多作，轉起預流果的作證。」 

《法蘊足論》的術語解說： 
「言聖弟子者，聖謂佛法僧。歸依佛法僧故，名聖弟子。」

「云何為善士？謂佛及弟子。」 

「何故名善士？以所說善士，離非善法，成就善法，具足成
就四念住、四正勝、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

道支，故名善士。」 

「法隨法行者，謂涅槃名法，八支聖道名隨法。佛弟子眾於
此中行，名法隨法行。」 

◎修心是順著四預流支，將極光淨心提升品質和能力，圓滿

八支聖道後，體證涅槃，滅除客隨煩惱而獲得解脫。 
◎佛前有佛，佛後有佛，但要很長久才出現一佛，所以能聽

聞到佛陀所教導的解脫煩惱的正法是很難得的。 

 
四、諸佛教導的正法 

諸佛通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諸惡莫作：行者提升極光淨心團隊（1 心王＋33信慧組＋3
離心所＋2 無量心所）中 3 離心所（正語、正業、正命）的

品質和能力，生起欲界智相應善心去持戒，制止不善的邪語、

邪業、邪命，克制客隨煩惱的身語表現，這是戒學。 
眾善奉行：（1）行者提升極光淨心團隊中慈（無瞋心所）、

悲的能力，生起欲界智相應善心去布施、行善。 

（2）行者修習止禪，提升極光淨心團隊中一境性（定）的
能力，生起色界善心和無色界善心，鎮壓客隨煩惱，這是定

學。 

以上行者以戒和定，造作福行和不動行，暫時克制和鎮壓客
隨煩惱的現行，這是內外道共通的方法，但是客隨煩惱仍潛

伏在內心深處。佛陀出世後，才教導出滅除客隨煩惱的觀

禪。 
自淨其意：行者修習觀禪，提升極光淨心團隊中戒定慧的品

質和能力，以觀智（屬欲界智相應善心）不斷觀照身心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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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最後生起道心，滅除客隨煩惱，達成究竟的解脫，這是
慧學，也是佛法不共的修心法門。 

是諸佛教：以上就是諸佛所教導的正法。 

至於菩薩行者，具有利益眾生和成佛的強烈意願，他的觀智
停在行捨智，並往佛前受記，繼續提升極光淨心團隊的品質

[特別是悲和廣慧]，經無數劫圓滿十波羅蜜後成佛。 

◎此中的欲界智相應善心、色界善心、無色界善心、道心都
是 89心之一，都是極光淨心團隊的一種組合，例如： 

○欲界智相應善心和觀禪團隊：1 心王＋33信慧組。 

○色界初禪善心團隊：1心王＋33 信慧組。[二禪等依禪支
調整] 

○無色界善心團隊：1 心王＋30 信慧組[無尋伺喜]。 

○純觀行者道心團隊：1心王＋33 信慧組＋3 離心所。 
 

五、極光淨心團隊成員的檢驗 

《智慧之光》中，舉例辨識以安般似相為所緣的初禪 34 名
法（1識＋33信慧組心所）：首先，禪修者進入安般念初禪。

從禪那出定後，他辨識有分及安般似相兩者，當該安般似相

撞擊有分時，五禪支就會生起許多次。先辨識這五禪支，直
到能持續許多次地辨識每一個心識剎那裡所有的禪支。之後，

採用始於辨識「識、受或觸」三個辨識法之一，例如始於識，

看到識生起許多次；成功後，就漸次增加所辨識的名法數目，
漸次辨識每一個心識剎那裡的所有禪那相應法，直到能夠連

續多次看到：在意門轉向裡生起的 12個名法（1識＋7 遍一

切心所＋尋、伺、勝解、精進），在遍作、近行、隨順、種
姓和禪那速行每一個剎那裡生起的 34個名法（1識＋33信

慧組心所）。 

以上辨識了止禪的初禪意門轉向和速行團隊的成員。辨識以
名色為所緣的觀禪意門轉向和速行團隊的名法也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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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無始以來，眾生本具極光淨心和客隨煩惱，若能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經長期薰習後，將成為聲聞、獨覺或菩薩種性者

之一，其後繼續實踐四預流支，將因位的極光淨心團隊，不
斷提升品質和能力，最後生起道心，滅除客隨煩惱，獲得果

位的極光淨心，分別證得聲聞、獨覺或無上菩提。 

【問答】 
問：從凡夫修到無學的聖者，豈非都有我？ 

從因位凡夫，修到果位的無學聖者，只是一緣起無我的過程，

猶如小樹長成大樹，此中並無一獨立自存的我。 
為何覺得有我？這是來自無明。修習觀禪，分解身心到究竟

法，看清其實相是無常、苦、無我後，滅除無明。在緣起無

我下，脫離常見和斷見，呈現自宗的中道解脫論。 
 

【參考資料】 

1.《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2.《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3.《智慧之光》、《正念之道》等 

帕奧禪師著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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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毗達摩論 16：二十四緣入門 
林崇安教授編，內觀教育基金會，2022.11.04 

 

【引言】 
1.舍利弗尊者下傳的《發趣論》是以[24緣]來說明名色法之

間的緣起關聯。心流中的名法以及伴生的色法都是[緣生法]。

[緣法]以緣力，支助[緣生法]的產生。例如： 
[眼淨色]以依止緣力，支助[眼識]的產生。 

[涅槃]以所緣緣力，支助[道心]的產生。 

2.今依據論典，舉例說明這 24緣、[緣法]與[緣生法]。 
※研究 24緣、緣法和緣生法有何重要性？ 

研究 24 緣、緣法和緣生法，是佛法進階的「思所成慧」的

訓練，可以透徹了解名色法之間的緣起關聯，進而體會無
我。 

 

一、二十四緣 
（1）二十四緣 

1.因緣；2.所緣緣；3.增上緣；4.無間緣； 

5.相續緣；6.俱生緣；7.相互緣；8.依止緣； 
9.親依止緣；10.前生緣；11.後生緣；12.重複緣； 

13.業緣；14.果報緣；15.食緣；16.根緣； 

17.禪那緣；18.道緣；19.相應緣；20.不相應緣； 
21.有緣；22.無有緣；23.離去緣；24.不離去緣。 

（2）同義詞 

無間緣＝相續緣。有緣＝不離去緣。無有緣＝離去緣。 
[翻譯詞] 

相續緣＝等無間緣。果報緣＝異熟緣。 

重複緣＝數數習行緣。 
 

二、緣力、緣法、緣生法的關係 

【譬喻】[藥效]：[草藥]→[病癒]符號→表示支助 
[草藥]以[藥效]→支助[病癒]的產生。 

【公式】[某緣力或某緣]：[緣法]→[緣生法] 

[緣法]以[某緣力]→支助[緣生法]的產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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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法]作為[某緣]→支助[緣生法]的產生。 
1.[緣法]以本身具有的[某緣力]，支助[緣生法]的產生。 

2.[緣力]是隱藏在[緣法]裡的[效力]。 

如同辣椒之辣是潛藏在辣椒裡，依靠辣椒而存在。 
3.[緣生法]＝[緣所生法]，被[緣法]以[某緣力]支助。 

【問】什麼法可作緣法、緣生法、緣力？ 

1.[緣法]包括：89 心、52 心所、28 色、涅槃、概念。 
2.[緣生法]＝有為法，包括：89 心、52心所、28 色。 

3.[緣力]包括：24 緣。 

 
三、舉例說明緣法、緣生法以及緣 

【公式】[某緣或緣力]：[緣法]→[緣生法] 

[緣法]作為[某緣]→支助[緣生法]的產生。 
●意門心路過程舉例 

有分→意門轉向→第一貪速行→第二貪速行→第三貪速

行… 
◎緣生法：貪速行名聚 19（悅俱無行邪見不相應貪根心） 

＝1心 18 心所＝1 心 7 遍一切（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

名命根）6雜（尋.伺.勝解.精進.喜.欲）4 遍一切不善（痴.
無慚.無愧.掉舉）1貪。＊分解名聚 

例 1.因緣：[貪.癡 2因]→[貪速行 19-2] 

[貪.癡 2 因]作為[因緣]→支助[貪速行名聚 19-2]的產生。 
例 2.增上緣：[1名(欲.精進.心之一)]→[貪速行 19-1] 

說明：四增上法是欲.精進（勤）.心.慧（觀）。 

例 3.重複緣：[第一貪速行]→[第二貪速行] 
[第一貪速行]作為[重複緣]→支助[第二貪速行]的產生。 

例 4.禪那緣：[尋.伺.喜.樂受.一境性 5名]→[悅俱貪速行

19-5] 
例 5.道緣：[邪尋.邪精進.邪一境性 3 名]→[邪見不相應貪

速行 19-3] 

說明：四個邪道支是邪見.邪思惟.邪精進.邪定，將導向惡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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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驗單一名聚有哪些緣？ 
【例 1】緣生法：眼識名聚 8=1心+7 遍一切心所＊ 

五門轉向名聚 11=1心+7 遍一切心所+1 尋 1 伺 1 勝解。＊分

解名聚組成 
●眼門心路過程： 

1 過去有分,2 有分波動,3 有分斷→4五門轉向→5 眼識→6

領受,7推度,8確定→9速行,10速行,11速行,12速行,13速
行,14 速行,15 速行→16 彼所緣,17 彼所緣→有分流。色法

的壽命 17心識剎那。 

◎某緣：[緣法]→[眼識名聚] 
1.因緣。不須：眼識是無因心，不須因緣的支助。 

2.所緣緣：[現在色所緣]→[眼識名聚 8]。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現在色所緣]是眼
識的所緣。 

3.增上緣。不須：眼識是無因心，不須增上緣的支助。 

4.無間緣：[五門轉向名聚 11]→[眼識名聚 8]。 
說明：五門轉向滅，眼識立即生起。 

5.相續緣＝等無間緣：[五門轉向名聚 11]→[眼識名聚 8

名]。 
說明：五門轉向滅，眼識立即生起。 

6.俱生緣：[1 名]→[眼識名聚 8-1]。 

說明：同一名聚裡的名法同時生起。 
7.相互緣：[1 名]→[眼識名聚 8-1]。 

說明：一名聚裡的名法相互支持。 

8.依止緣：[1 名]→[眼識名聚 8-1]。○俱生依止緣 
說明：一名聚裡的名法相互依止。 

依止緣：[眼淨色]→[眼識名聚 8]。○依處前生依止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的
依處。 

9.親依止緣：[五門轉向名聚 11]→[眼識名聚 8]。 

說明：五門轉向名聚滅盡，眼識名聚生起。 
10.前生緣：[眼淨色]→[眼識名聚 8]。○依處前生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的依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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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緣：[現在色所緣]→[眼識名聚 8]。○所緣前生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現在色所緣]是眼識的

所緣。 

11.後生緣。不須：色法才須後生緣的支助。 
註：色壽命長，故前生的色（具有前生緣）可支助後生的名；

甚至後生的名（具有後生緣）也可支助前生的色。 

12.重複緣。不須：果報心不須重複緣的支助。 
13.業緣：[1與眼識俱生的思]→[眼識名聚8-1及俱生色法]。

○俱生業緣 

業緣：[過去善或不善思]→[眼識名聚 8 及業生色聚]。○異
剎那業緣 

14.果報緣：[1 名]→[眼識名聚 8-1]。 

說明：果報名聚裡的名法互為果報緣。 
15.俱生食緣：[觸.思.心 3名]→[眼識名聚 8-3]。 

四食：段食、觸食(觸心所)、意思食(思心所)、識食(心)，

後三是名法。 
16.根緣：[心.受.名命根.一境 4 根]→[眼識名聚 8-4]。○

俱生根緣 

4 根：意根(心)、受、名命根、定根(一境) 
根緣：[眼淨色]→[眼識名聚 8]。○依處前生根緣 

17.禪那緣。不須：雙五識不須禪那緣的支助。 

18.道緣。不須：無因心不須道緣的支助。 
19.相應緣：[1 名]→[眼識名聚 8-1]。 

說明：一名聚裡的名法彼此同生、同滅、同所緣、同依處。 

20.不相應緣：[眼淨色]→[眼識名聚 8]。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名聚]

的依處，色與名不同類而不相應。 

21.有緣：[1名]→[眼識名聚 8-1]。○俱生有緣 
說明：一名聚裡的名法同時存在。 

有緣：[眼淨色]→[眼識名聚 8]。○依處前生有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的依
處。 

有緣：[現在色所緣]→[眼識名聚 8]。○所緣前生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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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現在色所緣]是眼識的
所緣。 

22.無有緣：[五門轉向名聚 11]→[眼識名聚 8]。 

說明：五門轉向名聚滅去，作為眼識生起的緣。 
23.離去緣：[五門轉向名聚 11]→[眼識名聚 8]。 

說明：五門轉向名聚離去，作為眼識生起的緣。 

24.不離去緣：[1 名]→[眼識名聚 8-1]。○俱生不離去緣 
不離去緣：[眼淨色]→[眼識名聚 8]。○依處前生不離去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的依

處。 
不離去緣：[現在色所緣]→[眼識名聚 8]。○所緣前生不離

去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現在色所緣]是眼識的
所緣。 

結果：眼識名聚總計有 18緣的支助，不須因緣、增上緣、

後生緣、重複緣、禪那緣、道緣的支助。 
【例 2】緣生法：初禪道心名聚 37 

＝1心 36 心所＝1 心 7 遍一切心所 6雜心所（尋.伺.勝解.

精進.喜.欲）19遍一切美心所 3 離心所 1慧。＊分解名聚組
成 

意門道果心路過程：有分流→意門轉向,1 遍作速行,2 近行

速行,3隨順速行,4種姓,5道心,6 果心,7 果心,1彼所緣,2
彼所緣→有分流。 

◎某緣：[緣法]→[道心名聚] 

結果：道心名聚總計有 22緣的支助，不須後生緣和果報緣
的支助。 

【例 3】緣生法：欲界悅俱三因結生名聚 34 

＝1心 33 心所＝1 心 7 遍一切心所 6雜心所 19遍一切美心
所 1慧。＊分解名聚組成 

◎某緣：[緣法]→[悅俱三因結生名聚] 

三因：無貪、無瞋、無癡 
結果：欲界悅俱三因結生名聚總計有 20 緣的支助，不須增

上緣、前生緣、後生緣、重複緣的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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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以上舉例說明二十四緣，同樣可應用到一切的心路過程心和

離路心。整個心路過程的發生是「無我」的，其背後沒有所

謂的永恆體驗者或內在控制者，或在心路過程之外的認知者。
剎那生滅的諸心完成了一切認知應有的作用，而認知過程的

互相配合是源自因果緣起的法則。在心路過程裡，每一心皆

依照[多種不同的緣]生起，這包括前生心、所緣、六門及依
處色。生起之後，它在心路過程裡執行它特有的作用，然後

即滅盡，以及成為下一心的[緣]。 

當行者了解一切名色法的緣起無我後，接著要實踐觀禪，如
實觀照名色法的實相，獲得「修所成慧」，生起道心，進而

滅除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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